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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宜都市水利设施具有小型、
多类的特点，既有沿江平原地区的堤防、泵
站、涵闸，也有山区、丘陵地区的库、渠、堰、
垱、集雨水窖工程，其中大部分水利设施为
乡管和村管。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特
别是税费改革后，“两工”取消，小型水利工
程失去了村级经济支持和劳动力来源，陷
入“国家管不到、集体管不好、农民管不了”
的被动局面。 宜都市积极探索工程管理体
制改革，采取产权“受益户共有制”的管理
新模式。 经过 3年多的运行， 工作不断规
范、细化，真正走上了理顺管理体制、明确
管理主体、落实管理责任、明晰运行机制，
实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效运行的健康发
展之路。 宜都经验正在向湖北全省推广。

一、 宜都市小型农村水利工
程产权“受益户共有制”改革情况

1.基本情况
宜都市共有中、小型水库 46 座，

总库容 1.9亿 m3；现有堰塘 10 221口，
机电排灌站 206 处，河垱 2 200 处，农
业灌溉渠道 496 km， 田间末级渠道

2 500 km，灌溉水窖 505 个，有效灌溉
面积 9 153 hm2。这些工程成为宜都市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宜都市从 2004 年开始探索小型
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受益户共有制”改
革，2005年在全市推广。 到 2007年年
底，全市应改革的 116 个村，有 114 个
村进行了改革， 已改革的工程占全市
小型水利设施总数的 81.4%。 改革面
涉及 7.5万户，受益的灌溉面积达到 6
969 hm2，占全市水田总面积的 88.7%。

2.改革基本程序
“受益户共有制”是指在小型水利

工程产权与受益农户挂钩的前提下，将
所有权属集体经济组织、农户自用为主
的小型水利工程的使用权划归受益农
户，受益群体以每个成员的受益面积为

基础确定其共有份额，受益户按份额享
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工程经营管理由受
益群体自主决定，并用合同明确其权利
义务的一种水利工程权属和经营管理
制度。这项改革可概括为“产权共有、管
理民主、合同约定、堰随田走”，改革程
序一般分为六步：

（1）确定范围
具体范围包括小型水利工程占地

面积、水面面积、周边界线的地理位置、
工程所含附属物（如耕地、林地等）。 在
确定范围过程中， 工程周边相邻农户
（或其他业主）应签名，以示界线无争议。
有争议的，先解决争议再进行改革。

（2）受益农户、受益面积公示
通过公示程序达到两个目的：一

是保证工程的受益对象准确、受益面积
（或其他受益项目）无误，对群众提出的
异议进行核实更正。二是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保障农民权益。 受益范围内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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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或不愿意参与这个受益群体的，
应当允许；受益范围以外农户愿意加入
这个受益群体的，也应当允许。

（3）集体经济组织与受益农户签
订《水利工程使用权变更合同》

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水利工程的
具体名称、位置和范围，受益农户户主
姓名、农田面积，合同期限，权属变更
内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

签订合同前， 有两个必要条件必
须协商一致。 第一，合同期限要与农田
承包期同步（30 年），不能与土地承包
合同内容发生冲突。 第二，以农田灌溉
为主的水利工程不能改变其灌溉功能。

（4）推荐产生受益农户代表
受益农户代表 （即使用权代理

人）由全体受益农户协商推荐，从受
益农户中产生，负责处理水利工程管
理事务，对外签订工程管理合同等。

（5）核发相关权属证件
宜都市在实践中考虑到，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是持久的，有些产业对水
利工程依赖程度可能变化，暂定核发
《水利工程使用权证》。 在核发《水利
工程使用权证》的同时，对水利工程
附属的土地、林地等，应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由有权核发证件的机关核
发相应权属证件，以保持水利工程权
属完整性。

（6）订立工程管理合同
“受益户共有制” 水利工程必须

确定管理人。 管理人通过协商或者公
开竞标确定。 管理合同按水利工程收
益情况分为两类：有收益的，订立承
包、租赁等形式的合同；无收益的，由
使用权人出资， 委托管理人管理，订
立委托管理合同。

二、推动产权“受益户共有制”
改革的具体措施

1.“三级书记”抓水改，坚持高位
推动

宜都市将 “产权受益户共有制”改
革作为市、乡、村三级的重点工作，建立
了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

抓、水利部门专班落实的工作机制。

2．“两级试点”抓示范，坚持样板
引路

一是抓好村级试点。 2005 年，宜
都市在黄莲头村开展改革试点， 仅 3
个月时间，就将全村 120 口堰塘改革
完毕。二是抓好乡级试点。全市 10 个
乡镇各选择 1 个村作为乡级试点，做
到边试点边推开，边总结边完善。 三
是抓好骨干培训。 通过以会代训，培
养“水改”技术人员。

3．“五定模式”抓推进，坚持阳光
操作

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五定”：一是
以水带田定四界。 由村组专班核实、
勘定水系边界。 二是村务公开定农
户。 以村务公开的形式，推荐产生堰
塘管理人。 三是合同管理定权责。 村
委会与受益农户签订《水利工程使用
权变更合同》，确保经营权到农户；受
益农户之间签订 《水利工程管理合
同》，确保管理权到农户。 四是民主议
事定发展。 引导农户参照“一事一议”
的办法，商定投资投劳额度。 五是互
助合作定发展。 通过改革把农户组织
起来，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4．“三项统筹”抓保障，坚持建管
并重

一是统筹规划。 将农村小型水利
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与发展现代
农业结合，统筹规划，充分发挥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的综合效益。 二是资金
统筹。 市财政每年拿出近 200 万元以
奖代补，鼓励农民“建水、用水、管水”。
为确保补助资金足额到位， 该市还探
索推行了“一卡通”制，即为受益农户
发放银行卡， 待投工投劳所建工程验
收后，直接将补助资金打到卡上。三是
项目统筹。将水利、财政、扶贫、移民等
涉农部门的项目进行有效整合， 共同
推动农村水利建设的持续发展。

5．“一本证书”抓确权，坚持依法
行政

2007 年 9 月，宜都市借鉴农村土

地承包和集体林权改革确权发证的
做法，对实施产权“受益户共有制”改
革的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由市政府统
一核发 《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权属证
书》， 把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的使用权
和所有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保
障农民权益。

三、产权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
在的局限性

“受益户共有制” 改革是对农村
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的创新，其作
用已显现出来。 一是促进了农业生产
要素的优化整合，使农村小型水利设
施与农田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农田灌
溉能有充足的水源保证。 二是促进了
水利工程管理的体制创新，扭转了过
去小型水利工程 “使用个个有份、管
理人人无责”的状况。 三是调动了农
民建管热情，促进了农村水利事业的
快速发展。 四是促进了农村生态与环
境的全面改善。 五是促进了农村和谐
社会的建设。

“受益户共有制”改革存在一定局
限性。第一，水利工程的受益对象必须
明确。跨村跨乡等规模较大的工程，因
其受益对象不明确或不具体， 不宜采
取这种改革形式。宜都市在实践中，将
适用范围定位于村以下的堰塘、泵站、
河垱（坝）及渠道等小微型水利工程，
正好选择在适合这种形式的范围内。
第二，农民既得利益不直接、短期内不
能发挥效益的工程， 不宜采用这种改
革形式。 如防洪工程因其减灾效益难
以测算，不适合这种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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