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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服务三农
农村水利实现新跨越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 王晓东

年以 来
,

为适 应经济社会发

展 的要求 和农村经营体制的变革
,

我

国农村水利经历 了波澜壮 阔的 年

改革 改革使农村水利事业得到迅速

发展
,

农村水利也成 为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 的重要力量
。

到 年年底
,

全 国农 田 有 效

灌溉 面 积 从 年 的 亿 丽

增加到 亿
,

在 占全国耕地面

积 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全国总量

的粮 食
、

的商品粮 和 以

上 的经济作物 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

积达到 亿 而
。

农业灌溉用 水量

从 年的 亿 减少到

年的 亿 , ,

在过去的 年 旬
,

已 建成各类农 村供水 工 程 多万

处
,

到 年年底全国已解决农村饮

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人 口 亿以上

农村水利 改革进程 回顾

世纪 年代 末至 年代

中期的适应改革期

改革开放初期
,

以 家庭联 产承包

经 营为基础
、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
,

极 大地调 动 了农 民 的生 产 积极

性
,

农 民精耕细作
,

单产大幅度提高
,

农业生 产 力得到迅速发 展
。

但是
,

灌

溉 工 程 和 用水管理仍沿 袭计 划经 济

体制 下 的 以 政 府 和 集体管理 为 主 的

方式
,

农 民 对受益 户较 多的灌溉 工程

维修养护积极性不高
,

投资投劳减少
。

加之中央 小型农 田 水利补助经费切块

到地方后逐渐成 了事业费
,

使本来设计

标准不高
、

配套不全且 已进人 老化期

的灌溉工程加速老化
,

灌溉面积不 断

萎缩 年均下降超过 万

为适应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

农村

水利进行了四项重点改革
、

进行 了农 田水利 管理责任 制

改革

年
,

国家农 委批转 水利 部

《关于全 国加强农 田 水利 工作责任制

的报告 》
,

要求农 田水利在管理上根据

工程类别
、

规模和基层 管理体制的不

同
,

实行综合承包
、

单项承包
、

定 户定

人承包等不同形式的责任制 在建设

上
,

分别实行合同制
、

承包制等办法

这些改革措施
,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农 田水利工程管护责任不落实
、

效益

衰减的矛盾

在水管单位开展水费改革和

多种经营

年水利 电力部 召开 全 国

水利改革座谈会
,

提 出了
“

全面服 务
,

转轨 变 型
”

的改革思 路
,

要求 水利 仁

作从 为农业 服 务为 主转 到 为经 济 社

会全面服 务
,

并把
“

两个 支柱 水费改

革和 多种经营
、

一把钥匙 实行多种

形式的责任制
”

作为搞好水利经营

管理
、

提高工程经 济效益 的
‘ , 心环节

来抓 年国 务院颁发 了《水利 眨

程 水 费核 定
、

计 收 管 理 办 法 》
,

批 转

了水利 电 力部 《关 于 改革水 利
一

〔程

管理体制 和 管理 办法 》等 文件
,

强 调

水利 工 程 供水具有 商 品 属性
,

加 强

了 国有大 中型 灌 区
、

泵站管 理单 位

供水成本核算 和 经 营管理
,

使 水 费

收人 逐 步增 加
,

缓 解 了管 理单 位 运

行维 护 经 费不 足 的 矛 盾 同时利 用

自身水土 资源 和技 术优 势开 展 多种

经 营活 动
,

改 善 了 水管单 位 职 「 仁

作和 生 活 条件
。

国家通过 以工代贩和农业综

合开发增加农村水利投入

世纪 年代中期
,

国家拿出

一 部分粮食
、

布匹和中低档生活 日用

品
,

采用 以 代贩的方法
,

支持贫 ’地

区 的基本农 田
、

小型水利
、

乡村道路
、

农村饮水
、

小流域治理等基础设施建

设 后来
,

以 工代贩成为扶持贫闲地区

农 村 基 础 设施 建设 主要 资金来 源 之

一 从 年起
,

家启动农业综合

开发项 目
,

从每年收取的耕地 占用税

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土地开垦和中低

产 田改造
,

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目前
,

年度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规模 已

达 多亿元
,

约 用于小型农

水利 程建设

把农村饮水解困列上议事 日程

年水利部在 山西 召 开 全 国

农村 人畜饮水 工作会议
,

提 出了 年

的 奋斗 目标
,

并 制 定 了《关 于 农村 人

畜 饮 水 工 作 的 暂 行 规 定 》草 案

年国务院批转 了水利电力部《关

于 加速 解 决农村 人 畜饮水 问题 的报

告 》
,

转发 了《全 国农 村人畜饮水暂行

规定 》
,

农村饮水解困正式 列 人 国家

规划 年水利电力部要求农村饮

水工作 与农村治穷致富结合起来
,

经

国 务院批 准
,

年 到 年 国 家

共安排 了 批 以 工代贩项 目
,

支持贫

闲地 区 重点解决农村饮水困难
、

世纪 年代 中后期 至

年代末的深入改革期

这一 时期
,

为深人解决影响农村

水利发展 的投入 和管理两 大问题
,

应

对水资源 紧缺 的挑 战
,

农村水利改革

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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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成立 乡镇水管站等改革

措施
,

恢复和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 系

为解 决 人 民 公 社解 体后 基 层农

田 水利管理 和技术服 务严重 削弱 的

问题
,

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

水利电力部联合召开座谈会
,

要求建

立健全基层水利管理机构
。

同年
,

劳

动 人事部和 水利 电力部联合下 达 了

《基层 水利
、

水保管理服 务机构人员

编制标准 》试行
,

财政部和水利部

下 发 了《关 于 区
、

乡水利人 员经费问

题的通 知 》
,

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具体

实施意见
。

这项改革措施对加强基层

水利管理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建立和发展
“

劳动积累工 ”制度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

于听取农 村水利工作座 谈会汇报会

议 纪 要 的通 知 》
,

提 出 充 分 发 挥 我

国农 村 劳 动 力 资源 丰富 的优势
,

建

立 劳动积 累制度
,

加强农 村水 利建

设 年 月 国务院作 出 了《关

于 大 力开 展农 田水利基 本建设 的决

定 》
,

要 求把 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

一项 长期任务 列 人 计划
,

实行农 田

水利劳动积 累工 制度
,

规定每个农

村劳动 力每年投 入 个 劳动积

累工 日用 于 兴修农 田 水利
。

通 过 国

务 院每年 召 开 全 国农 田水利基本建

设 电视 电话会议 和 各级 党委
、

政 府

主要 负责人 亲 自带 头 到农 田 水利工

地 劳动
,

层 层 签 订责任状
,

开展 大规

模劳动竞赛等措施
,

极大地调动 了地

方和基层 干部
、

广大农 民兴修农 田水

利的积极性
,

在全 国掀起 了农 田水利

基 本建设 冬春修热 潮
。

最 多 的年份

以 一 年
,

农 民投工 达

亿个工 日
。

世纪 年代兴起 的农

田水利建设高潮
,

扭转 了 世纪

年代灌溉面积减少的趋势
。

走 内涵 式 改革 的道 路
,

提 出

把节水灌溉作为革命性措施来抓

年 国 务院办公厅批 准 在 全

国建设 个节水增产重点县
,

以点

带面推动节水灌溉 的发展
。

年党

的十五 届 三 中全会指 出要把推广 节

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
,

大

幅度提高水的利用率
。

此后
,

国家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开 展大中型 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节水增效示 范

项 目建设
。

这是农村水利发展指导思

想的一次重大调整
,

标志着工作重点

从追求新建工程数量转到更加重视

对 已有工程设施挖潜配套改造
、

提高

效率和效益上来
。

节水灌溉成为新形

势下发展农村水利的突破 口 。

《 通过 实施
“

八七
”

扶贫攻坚计

划
,

加快农村饮水解困

年
,

中央提出力争用 年的

时间
,

到 年年底基本解决当时

全国农村 万贫困人 口 的温饱问

题
,

并把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困难作为

奋斗 目标之一
。

各级水利部门抓住这

一机遇
,

加快农村饮水解 困的步伐
。

到 年年底
,

解决了占任务数

以上农村饮水困难人 口 。

年以来
,

获得联合国儿基会 万美元的无偿

援助
,

重点用于 个省区解决部分农村

饮水困难和环境卫生问题
。

《 启动小型农村水利工 程产权

制度改革
,

探索农 民用水户参与管理

世纪 年代以来
,

各地围绕农

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
,

进行了承包
、

租赁
、

股份合作
、

拍卖等多种形式 的

改革
,

先后 有 多个省出台了相关

政策性文件
。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通

知 》
,

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
“

谁投资
,

谁

建设
,

谁所有
,

谁管理
,

谁受益
”

的原则
,

采取独资
、

合资
、

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
,

兴修农田水利工程
。

小型农田水利产权

制度改革对提高灌排服务水平发挥了

明显作用
。

为建立激励广大农民参与小

型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管理的有效机制
,

世纪 年代中后期
,

借鉴 国外经

验
,

开始了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和建立

农民用水户协会试点工作
。

世纪以来的全面改革期

进人新世纪
,

农村水利进人全面

改革时期
。

突出体现在统筹农 田灌溉

和农村供水
,

把 民生水利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
,

并着力改善农村生 态 环

境 统筹灌区
、

旱 区和牧区发展
,

把节

水放在突出位置 统筹灌溉与排水发

展
,

骨干与 田 间相结合
,

发挥综合效

益 统筹建设
、

管理 与改革
,

创新机

制
,

全面提升农村水利管理水平
。

逐步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

为弥补取消
“

两 工
”

带来的农田

水利 巨大投人 缺 口
,

着力提高农业

综合生 产能力
,

年 中央 号文

件要求 中央 和省级财政建立农 田水

利建设补 助 专项 资金
,

时 隔 年再

次把小 型 农 田 水利工 程 建设 纳人各

级政府公共财政补助范围
。

年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建立农 田水利

建设新机制 的意见 》
,

明确要求 以 规

划为依托
,

大幅度增加政府投人
,

逐

步建立农 田 水利 建设 资金 稳定 增 长

机制 规范农 田水利建设项 目管理和

资金使用 完善村级
“

一 事一议
”

筹资

筹劳政策等
。

目前中央年度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 建设 补 助 专项 资金 已 经 达

到一定规模
。

《 开展 国 有 大 中型 灌 区
、

泵 站

管理体制改革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

工程管理体制 改革实施意见 》
,

财政

部
、

水利 部编 制 了《水 利工 程 管理单

位定 岗标 准 》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维修养护标准 》
。

大 中型灌区 管理体

制
、

劳动人事制度
、

水价水 费计收 机

制等改革深人推进
。

国有大中型灌区

及泵站 管理机构大多被定性 为公 益

或准公益单位
,

地方财政开始逐步安

排公益性管理和维护经费
。

小型农村 水利 工程产权制度

改革和 用 水户参与灌溉 管理 改 革得

到政策巩固

年水利部 印发 了《小型农村

水利工 程管理体制改革 实施 意 见 》
,

进一 步 明确改革 目标
、

原 则
、

要求和

程序
。

年水利部
、

国家发改委
、

民

政部联合颁布《关于加强农 民用水户

协会建设 的意见 》
,

对用水 户协会 的

地位
、

性质
、

权利义务
、

组建程序
、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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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建设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

农 民

用水户协会由试点转向推广
,

目前全国

农民用水户协会已经发展到 万个
。

民生水利把改革引向深入
,

将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作为水利第一要务

进入新世纪
,

中央提出了新的水

利工作方针
,

水利部党组 提出了可持

续发展水利新思路
。

年
,

部党组

进 一 步提 出
,

坚持 以人 为本
,

把解决

民生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

农村

供水从解决饮水困难转向保障农村居

民饮水安全
。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

是一

项在更大范围
、

更高层次上解决农民

饮用水问题的水利民生工程
,

是农村

水利工作思路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

是

以人为本理念在农村水利工作的深刻

体现
,

广大农 民把农村饮水工程誉为
“

民心工程
”

和
“

德政工程
” 。

农 村水利事业之所 以 取得 辉煌

成就
,

得益 于 党 中央
、

国 务院 的高度

重视
,

得益 于各级政府和全体水利人

的辛勤工作
,

更得益 于农村水利改革

的不断推进
。

回顾 年的历程
,

农村

水利改革
,

在关键时刻走 出了关键 的

步伐
,

基本适应 了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和农村水利发展的内在要求
。

特别是

为适 应农村经 营体制的变革及 时落

实了管理责任制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要求
,

从农 田水利建设 主要组织

农民投工投劳到实施大型灌区改造等

重点工程建设
,

从单一的灌溉排水延

伸到节水灌溉
、

农村饮水
、

生 态保护
,

不断丰富
、

发展和调整建设 内容和重

点 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创造

出从 以财政补助为引导
、

农民投人为

主转到以规划为依托
、

财政资金主导
、

农 民广 泛 参与 的农 田 水利建设 新 机

制
,

创造 出农村饮水工程
“

六制
” 、

用 水

户参与管理等好的管理方式
,

等等
。

二
、

农村水利改革展望

农 村水 利是 现代农业 和 社会 主

义新农村 的重要基础设施
,

是农 民增

收
、

农村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
。

新 的

历 史起点 对农 村水利提 出 了更 高的

要求
。

一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对农村水利提 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

二是保障农民饮

水安全
,

维护人 的生命健康
,

对农村

水利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
。

三是发

展现代农业
,

增加农 民收人
,

对农村

水利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

四是节

约水资源
,

保护和改善生态与环境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对农村水利提 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
。

五是农村水利建设

投人加大
、

速度加快
,

对农村水利管

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

为适 应未来经 济社 会发展 的要

求
,

到 年农村水利必须完成 以

下主要 目标任务 一是农村居 民都能

喝上 足量 的符合国家卫 生标准 的饮

用水
。

到 年全部解决农村人 口

饮水不安 全 问题
,

到 年基 本实

现农村普及 自来水
。

二是农田抗御旱

涝等灾害的能力明显提高
。

全国灌溉

面积达到 亿 时
,

其中农 田有效

灌溉面积达到 亿 “ 全国节水

灌溉面积达到 亿 基本完成

全 国易涝
、

盐碱
、

渍 害耕地 的治理 任

务
。

三是农村水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

效遏 制
。

农 村人居环境得 到 明 显 改

善
。

四是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水利建

设管理体制和机制
。

要完成 以 上 目标任务
,

必须进 一

步推进农村水利的改革和发展
。

不断丰富农村水利事业发展的

内容

在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

大 中

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
、

小型农 田

水利
、

中部 四省排涝泵站改造等重 点

工程 的基础上
,

近期加快编制大型 泵

站改造 规划
,

力争黄河上 中游
、

东北

等地 区 的改造早 日实施 制定高效节

水技术推广方案
,

力争在推广滴灌
、

喷灌
、

管道输水灌溉等方面有 明显 突

破 完善牧 区 水利 建设规划
,

积极 争

取早 日全面展开 重视 中小 型 水库除

险加 固后 的兴利配套
,

促使中小灌区

改造加快进行 将乡村排水 系统建设

提上 议事 日程
,

进一步改善农 民 群众

的用水条件
,

等等
。

努力抓住难得 的

历 史机遇
,

储备大量建设项 目以迎接

中央更大投资
,

推动全面开展农村水

利建设
。

不断完善农村水利的投入机制

投 人 不 足依然是 未来制约农村

水利发展的关键因素
。

要建立 以 财政

补助 为主导
,

国家
、

农 民
、

社会资金共

同投 人 的多元化投人机制
,

并按照公

共财政 的要求
,

强化中央和省级财政

责任
,

加 大对粮食主产 区
、

严 重 缺水

地 区
、

贫困地 区 的财政补助 比例和资

金规模
。

加快公益性项 目补偿政策的

研究制定
,

积极探索引导和鼓励社会

资金投入部分经营性农村水利项 目
。

不断改革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

要 落实水管体制改革的要求
,

逐

步将公益性补偿执行到位
,

实现管养

分离 要推进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和水

费计收机制改革
,

将农民用水户协会

管理成本纳人水价改革范畴
,

推广终

端水价 要积极探索大中型灌区 田间

工程
、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 的有效管理

形式
,

进一步明晰所有权
,

核发产权

证
,

落实管理责任 要对受益农户较多

的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
、

小型农村供水

工程组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

明确国

家补助资金所形成的资产归用水合作

组织所有
,

加大对农民用水户协会能

力建设的扶持力度 要适应国家投资

体制改革的方向
,

简化程序
,

注重实

效
,

在强化规划指导和监督管理的基

础上
,

进一步完善项 目的审批制度
。

不断加强农民群众参与农村水

利建设的组织动员能力

人 民群众是创造历史 的英雄
,

农

民是建设农村水利的依靠力量
。

要创

新机制
,

在尊重农 民意愿 的前提下
,

调 动起 广大群众全 过 程 参与农 田 水

利建设 的积极性
。

既要参与建设项 目

的论证
,

又 要参与项 目建设 的投工投

劳
、

建设 的监督
、

水 费的管理
、

建成后

的经营服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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