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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县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调查与思考
葛子辉1 ,任德忠2

(1. 安徽省长丰县水务局 ,安徽 长丰 231100 ;2.安徽兴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 长丰 231100)

　　摘 　要 : 通过对长丰县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调查 ,分析了长丰县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 4

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了今后该县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发展的意见与建议 ,对于新时期农村水利建设管理

具有积极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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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water user association in irrigation dist rict s of Changfeng County , four main problems , which ex2
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ater user association ,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Several p roposals were also given for future

const ruction of water user association in irrigation dist rict s of Changfeng County. This has guida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rural hydrau2
li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the new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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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长丰自建县 45 年来 ,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兴建了

一大批田间水利工程 ,为全县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 ,全县农业生产灌溉用水模式 ,采取了由县政府

下达征收水电费任务 ,乡村统一向农户征收水电费 ,水管单位

向农户直接供水的办法 ,存在着水电费征收不及时、不到位、不

足额问题。因此 ,为加快水利产业化进程 ,对全县农业生产灌

溉用水经营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和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试点

很有必要。2002 年 3 月县政府作出了对全县农业生产用水经

营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决策 ,选择在提水灌区的国有电灌站

庄墓电灌站和自流灌区独龙背水库灌区进行改革试点 ,成

立了县农业供水总公司、供水公司、农民用水户协会 ,制定了公

司和协会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 ,通过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随

着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建设发展 ,有力促进了灌区田间水利工程

管理体制改革。目前全县中小型灌区组建用水户协会 85 个、

参加农户人数达 87 200 人。用水户协会直接管理 0. 962 万

hm2 农田灌溉面积、占中小型灌区灌溉面积比例为 27. 5 %。其

中小型灌区组建用水户协会 32 个 ,参与农户 23 200 人 ,管理灌

溉面积 0. 262 万 hm2 ,占小型灌区灌溉面积比例为 18. 8 % ,这

些协会均未在县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2 　建设与发展

自 2002 年长丰县试行农业生产灌溉用水制度改革以来 ,

全县各个灌区先后成立了农民用水户协会。这些自发组织起

来的协会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过去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促进

了农业灌溉用水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节约了农业生产灌溉用

水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 ,缩短了灌溉用水时间 ,增加了农民收

入 ,使乡村干部从繁忙的农业灌溉工作中解脱出来 ,集中精力

搞好其他工作。但是经过近几年来的试行 ,逐步发现了存在一

些不容或视的问题。总体长丰县农民用水户协会工作运行不

够理想 ,每年灌溉期间工作断断续续 ,各个灌区农民用水户协

会工作发展不平衡 ,协会负责人的工作热情不高 ,严重地影响

了该县农民用水户协会工作的良性运行。全县农民用水户协

会组织虽有 85 个 ,但是每年各个灌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这

些组织基本上是临时机构 ,协会负责人是行政村和村民组干

部。因此农民用水户协会工作的经费基本上没有固定的来源 ,

每年灌溉期间协会从收取的水费总额中 ,返回 10 %的水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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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工作经费 ,其实这些费用还不够这些协会正常办公费用。

每年灌溉一结束 ,协会就自动解散了 ,来年又要重新组建 ,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灌溉工作的正常开展。由于没有工作经

费作为保障 ,没有固定的人员及办公场所 ,因此协会根本就没

有办法正常有序地开展工作。

3 　经验和体会

(1)初步形成了按市场化运作的农业灌溉用水户协会的雏

形。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管理制度改革以来 ,各个灌区纷纷组建

农民用水户协会 ,通过协会的运行工作 ,使灌区群众普遍认识

到了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的特殊商品性 ,促进了农民的节水意

识。初步建立了供水单位、农户及农民用水户协会三者之间的

工作关系 ,同时也初步明确了水费的价格、收缴方式、收缴时

间、结算办法等 ,减少了过去那种由乡镇收费随意性大和推诿

扯皮现象。

(2)彻底改变了过去农业灌溉用水供需双方旧的思想观

念。在计划经济时代水利基层管理单位“吃大锅饭”的体制难

以继续维持下去了 ,也增强了水管单位职工的服务意识。通过

水管体制的改革和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后 ,供水单位与农民用

水户协会的供需关系明确 ,农民群众过去长期“喝大锅水”的依

赖思想也在逐步开始淡化。农民用水户协会在农业生产灌溉

上“用水或不用水 ,用多少水”有了选择的余地 ,调动了群众兴

修田间水利配套工程的积极性 ,使供需双方在灌溉思想上实现

了根本转变。

(3)通过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积极工作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

本 ,真正让农民得到了实惠。近年来 ,全县农业生产灌溉用水

量逐年呈下降趋势 ,各个水管单位年供水量不到改革前年平均

的 50 %。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量的减少 ,也应归功于农民用水户

协会的组建。通过协会代表农民与供水单位签订了供用水合

同 ,使农民更加珍惜水商品 ,提高了农民节水意识 ,推动了农业

节约用水。由于农民用水户协会的成立 ,避免了乡村截留水费

现象的发生 ,农民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1999 - 2001 年 3 年平

均征收水费水量 3. 52 亿 m3 ,平均应收水费 1 546 万元、实收水

费 834. 7 万元 ,平均每年乡镇挪用截留水费 700 多万元。但自

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以来 ,2003 - 2007 年 5 年平均农业灌溉用

水量 0. 48 亿 m3 、实收水费 311 万元。这些充分说明了组建农

民用水户协会以来 ,虽然供水部门大幅度地减少了经济收入 ,

但是节约了大量的灌溉水资源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

(4)促进了农村民主管水 ,激发了群众的民主意识和自主

管理的积极性。通过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 ,明确了用水户在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当中的主体地位 ,增强了用水户的主人翁意

识 ,“自己的事自己办”,农民享有高度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管好工程的自觉性。将支渠及以下的渠道田间

水利工程交给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后 ,国家可集中财力解决支

渠以上灌区续建配套建设。同时 ,过去农民因灌溉用水时常发

生矛盾、引起纠纷 ,乡村干部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去调解。而现

在 ,许多问题在农民用水协会内部就可协商解决。

(5)提高了灌区服务能力 ,增强了用水户参与灌溉建设和

管理意识。灌区管理单位通过与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合作 ,减少

了工程维修费用 ,灌区渠系状况得到改善。由于“一事一议”政

策给协会提供了组织载体 ,增强了用水户参与灌溉建设和管理

意识。农民用水户协会是由群众自己的组织 ,群众在灌溉时候

享有高度的知情权 ,协会组织得到了受益农民的支持 ,用水户

主人翁意识得到加强。

4 　存在问题

(1)农民用水协会组建不够规范。早在 2002 年国务院 45

号和 2005 年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就联合颁布了《关于

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水农〔2005〕502 号)文件 ,根

据该文件精神要求农民用水户协会 ,具有社团法人资格 ,财务

独立 ,管理民主 ,制度透明。有少数乡村干部认为组建农民用

水户协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由于农民用

水户协会筹建工作 ,农民对协会的筹建和运行还不太清楚 ,需

要政府要给予适当的指导和支持。就目前而言全县农民用水

户协会大多数没有制订章程、管理制度、注册登记 ,协会负责人

由村干部兼任 ,没有真正按照用水户协会的组织机构、组建原

则、成立程序进行。由于协会组建不规范 ,存在地方政府包办

代替现象。2001 年全县开展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试点以来 ,一

些地方政府、灌区管理单位对农民用水户协会组建意义、原则

和程序不了解 ,致使一些协会民主选举程序不严格 ,群众参与

和知情度不高 ,协会民主参与、自主管理的作用难以发挥。

(2)对乡村干部群众和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宣传培训工作力

度不足。农民用水户协会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灌溉用水制度改

革发展的结果 ,农民用水户协会是一个新生事物 ,必须加大宣

传培训工作。由于宣传培训工作没有做好 ,对于已成立用水户

协会 ,农民群众不了解用水户协会的性质、原则、程序 ,少数乡

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够 ,对农业生产灌溉期间用水不管不问 ,对

用水户协会工作漠不关心 ,从而影响了协会工作的正常开展 ,

使得部分干部对协会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协会建设管理工

作缓慢 ,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大多数灌区田间灌排设施老化破损 ,协会工作经费没

有保障 ,协会管理工作不规范 ,制约着协会功能的正常发挥。

全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建设标准低、配套差、投入不足 ,工

程严重老化失修 ,制约了灌区协会功能的正常发挥。由于农民

用水户协会的建立触及乡村干部的利益 ,影响了乡镇对协会工

作推进的积极性。2002 年以来 ,自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后 ,水

费由农民用水户协会收取 ,直接向供水公司购买水 ,乡镇无法

再截留水费了 ,直接导致了部分乡镇政府对农民用水户协会推

进的消极态度。随着农民用水户协会的成立 ,使乡镇干部从农

业生产灌溉供水工作的无限责任中真正地解脱出来 ,从而造成

了大多数乡镇干部认为农业生产灌溉用水是供水公司供水和

农民用水户协会之间的事 ,形成了乡镇干部服务意识淡薄 ,造

成供水公司想供水而供不出去水 ,群众想要水灌溉而没有乡镇

干部组织的局面。由于长丰县灌区现有渠系配套设施落后 ,末

级渠系的灌溉配水无法控制 ,致使渠道上下游、左右岸灌溉用

水矛盾十分突出。个别供水公司水费开票不规范 ,少数用水者

协会操作不规范。

(4)由于水费收取较少 ,农村水管供水单位没有固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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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源 ,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自实行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后 ,

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量大幅度减少 ,原来主要依靠水费收入作为

经济来源的水管供水单位的收入也随之减少。目前全县水管

供水单位 16 个 ,2007 年总收入 384 万元 ,总支出 923 万元 ,亏

损 539 万元。致使 16 个国有水管供水单位职工工资不能正常

发放 ,生产运行管理艰难 ,机电设备老化失修、失盗现象时有发

生 ,农村水管供水单位严重存在着不安全和不稳定隐患。

5 　措施与建议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责任心和服务意识。农民

用水户协会是一个新生事物 ,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实施过程中

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因此要在发展中进行改革 ,在改

革中不断完善充实 ,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工具 ,采

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加大宣传力度 ,使乡村干部吃透

组建协会精神实质 ,让群众理解掌握具体办法和程序。各级政

府要正确分析当前的农村形势 ,乡村、水管单位及用水者协会

要增强责任心和服务意识 ,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灌溉工作。各级

政府要协调好供水单位与用水户协会关系 ,积极引导农民用水

户协会做好灌区的灌溉工作。

(2)因地制宜 ,规范管理 ,制定各项考核制度。县水利行政

主管部门要加大对水管单位的监管力度 ,县乡政府要加强对用

水者协会的收费、分水、管水等工作的检查 ,确保适时有序合理

用水。要紧密结合各地实际 ,分类指导 ,宜包灌则包灌、宜计量

则计量、包灌与计量相结合 ,制定出适合本地区的灌溉模式 ,同

时要对农用水改革先应用试点示范 ,再引导推广 ,积极稳妥推

进。县政府要在年度财政预算中 ,逐步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维修

和管护专项经费比例 ,确保灌区水利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要

建立供水单位与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双向考核制度 ,真正纳入到

县水利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中去。县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要理

顺供水公司与农民用水户协会方面的关系 ,对供水单位内部要

实行竞争上岗 ,制定目标量化管理考核制度 ,将职工收入与岗

位、工作量、绩效挂钩。

(3)加大投入 ,逐步改善末级渠系节水与配套设施条件。

近年来大中型灌区配套在国家资金的投入下 ,水利工程建设有

了一定的改善 ,但支渠以下斗农渠几乎没有资金投入建设 ,渠

道淤塞、冲刷严重 ,跑水、漏水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在不断完善

干、支渠道同时 ,各级财政每年在预算中要列出专项资金 ,重点

用于末级渠系的节水与配套设施建设 ,同时要积极发挥农民用

水户协会的作用 ,多方式做好农村末级渠系改造 ,为农村经济

繁荣、农业稳产高产、农民增收富裕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

(4)完善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组织建设 ,积极推进和完善农

村水利管理体制改革 ,加大水利执法力度。结合各个灌区的实

际情况 ,建议收回乡镇水利管理中心站 ,由县水务局直接管理 ,

同时在每个乡镇配备一名专业水利员 ,协助和指导灌区农民用

水户协会的工作。同时要积极完善农民用水者协会 ,在协会组

织机构和运行机制方面 ,应建立长效的监控和制约机制 ,使农

民依靠这个组织直接参与供用水管理 ,参与水费收缴管理 ,完

善合同供水 ,逐步推行包量灌溉。通过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工

作 ,可以减少水费征收环节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在不断完善

农民用水户协会组织的同时 ,根据农村情况保留劳动积累工用

于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同时要完善农村水利基层组织建设 ,加

大水行政执法力度 ,严厉依法打击破坏农村水利设施案件。建

议各级财政对于农业生产灌溉供用水方面给予补贴 ,让基层供

水单位和农民用水户协会能够健康持续发展 ,为农村繁荣、农

业发展、农民富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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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从编辑部订阅。

地 　　址 :武汉市珞珈山 　武汉大学 (二区)《节水灌溉》编辑部 　　邮编 :430072

电 　　话 : (027) 68776133 　　　　　传 　　真 : (027) 68776133

电子信箱 :jieshui @163. net 联 系 人 :关良宝

单位名称 :《节水灌溉》编辑部 开户银行 :中行水大支行

账 　　号 :846002195317080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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