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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凤县农村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

孙书豪，汪涛海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如何在新时期发展农村水利，是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和水利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从

来凤县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入手，在分析问题找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具体政策，就来风县农村水

利工程建设提出了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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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凤县农村水利的现状

从地理位置上看，来凤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来凤县有 18个镇，384个行政村。来凤县有一级行洪河道有 6条，二级河道

有 2 条，建有扬水站 24座，大型二级水库 1座，水库的储蓄水量可达 1.5 亿 m
3
左右；来凤县所有的一级河道的沿河闸涵有 84

座，外加大洼闸涵有 59座，且全县共有干渠 36条，总长为 522km，支渠有 386 条，总长为 1030km。这些建造的水利设施会为

来凤县未来构建高强度的水利格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来凤县还依次建有东淀洼、文安洼和贾口洼、团泊洼 4 个洼淀，总面积

为 1284km
2
，这 4个洼淀更是来凤县的主要蓄滞洪流区。

虽然来凤县水利工程设施较多，但却因境内地形低洼封闭，降水分布不均，春季干旱少雨，汛期雨水又汇集于个别地区和

一些特别的天然地质等原因，让来凤县依旧受到洪涝和干旱的危害。

2、来凤县农村水利存在的问题

2.1工程年久失修，基础设施薄弱

来凤县水利设施多，布局也较为妥善，但来凤县大部分水利设施是上世纪 60～70年代所建设的，直到现在，过半的水利设

施已经严重老化，且无人管理，除了老化问题，大部分设施也已经破损严重甚至到了无法使用的地步，但这些破损设施却依旧

在来凤县运行着，最危险的是，来凤县的一些机电设备早已属于淘汰品。在工作中，大部分设施都是长时间不间断使用且维修

次数很少，这些问题都会是造成来凤县设施安全方面的危险因素。

2.2水土流失严重，环境反复恶化

来凤县的水土环境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环境反复恶化使得水资源急剧减少；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让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再加上居民生活、工作方面废水的排放，也使得地下水的污染越发严重；由于工程管理不到位，行洪河道淤积严重，流通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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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快了水污染；围湖造田，滥砍乱伐的现象依旧存在，让本就珍贵的水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2.3工农相互争水，缺水日趋严重

社会的发展从来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做后盾，来凤县也是如此，来凤县工农业的持续发展，让这两大业成为了用水大户，但

来凤县近年来干旱较多，境内部分河流干涸，水污染严重，使得工农业生产严重缺水，现在随着来凤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

建设的日益加强，各行各业的用水量更是只增不减，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已经显露出来。缺水严重，让来凤县的经济发展处在瓶

颈期和尴尬中。

2.4农业用水老套，节水难跟节奏

走到来凤县的田间地头发现，来凤县在农业用水方面，大部分农田依旧采用着粗灌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让水在农业

方面的利用效益处在最低点，让来凤县本就不多的水资源在农业这方面变得更为紧张。农业的用水节水方法老套，整体用水节

水水平不高，并且来凤县的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进度和标准都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3、来凤县产生农村水利问题的原因

3.1对水利的重要性缺乏认同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是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或国家认可后才能逐渐壮大。可至今，我国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的地位和重要

性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同。而且在来凤县的新农村建设当中，前线干部和领导在对于水利建设能更好解决农村民生民计的

这样一个重要性问题当中也存在着个人认识的不足，水利基础设施更是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而是敷衍了事，能简则简。

3.2水利基础建设资金不足

农村建设发展需要钱，足够的资金来源才是农村水利建设的基础。从来凤县财力方面来看，财力困难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存

在，对于上级配发的资金，发展中就已经消耗过多，无法对水利方面投入太多。往下看，来凤县大部分农村的经济实力不强，

生产效率低，农民收入不高，使民众对这方面的投资投劳缺乏积极性。还有，从来凤县的水利公益来讲，公益性方面是强，但

却投入高回收低，难以吸引来自社会外界的资金投入。虽然来凤县近几年来建立了许多的融资平台，但却苦于只有形式上的成

立，投入机制未完全形成，使资金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农村水利建设资金的欠缺已是水利工程建设急待解决的最大瓶颈。资金不足，设备跟不上，设施就无法完善，发展必将滞

后。

3.3水利监督管理困难较多

在农村，水利项目建设从开始到完成后运行，管理是一大难点，从来凤县的水利管理方面来看，管理模式不尽人意，工程

质量监管力度不高，设备的安全管理不到位，运行过程中长时间无人监督等，都说明了在农村水利管理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问

题。来凤县缺少的就是一套完整严格的用人管理制度体系。

4、加强来凤县农村水利建设的对策

4.1加强组织领导，改革用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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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克服团队里“有散沙”的问题，干部和领导要从自身做起，要充分理解国家出台的各项农村水利建设政策，然后再

统一团队的思想与目标。其次要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克服管理难，不能让底下的人员在做事的时候出现“耳边风”和“差不多”

的情况，交代的事情就要听进去，记心里，做工程时态度要认真严谨，而不是敷衍了事。

来凤县也需进一步完善和改革用水制度。首先就要认真贯彻实施来凤县的节水规划。可以建造水厂，推动全县农村进行集

中供水规范化；推行节水示范工程，做好节水项目的建设；加快农业用水计量的设施建设，使居民的水费使用透明化，让民众

看得到政府对水利的发展与管理；一些有条件的乡镇可以先搞好关于污水处理工作，累积和总结经验，以便于以后再全县的推

广实施；其次是要加快农村节水项目的建设，在用水量多的地区实行用水限制措施，避免水资源过多的浪费。对于居民区，推

广使用节水器具，提高生活水的利用率。

4.2加大环境治理，综合利用资源

关于来凤县的环境治理问题，需让相应执法部门充分发挥其监管职能，政府更要做好污染河道的治理工作；对排污点进行

调查摸排；对非法排污、私设排污口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加强对水污染案件的调查和处罚力度；加强地下水管理，采取节水

措施，实施水源取水许可管理，逐步减少地下水开采量并进行有计划的回填；建造污水处理厂，实行废水的回收再利用；定时

清理河道内的淤泥，防止出现堆积，可用河道的淤泥进行土地回填和农田保养。

4.3强化建设管理，提高工程质量

必需先做好来凤县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和提高工程质量，加快来凤县重点水利工程的建设，加紧完成来凤县农村水利基础

建设和河道、水库的更新改造工作。继续加大对工程的质量管理。抓好各项工程的岗位、部位和环节的督查。工程招标与投标

要透明，要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4.4坚持依法行政，稳定资金投入

对于资金，来凤县政府可以继续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并强化水利方面的融资政策；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要的多层次、

多渠道的投资机制；加大水利方面的资金投入，建立资金增长机制；争取国家资金，提高国家资金投入比例；提高民众积极性，

引导民众积极投身农村水利建设。最后，要依法对水事违.法案件进行查办，全面提高来凤县的执法水平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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