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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敢于改革，理顺建后管理制度

一、大胆探索，建立具有山区特色的灌溉模式

二、勇于创新，实施“以奖代补 先建后补”建设机制



一、大胆探索，建立具有山区特色的灌溉模式

秭归县地处三峡工程坝

上库首，境内山高坡陡，海

拔高差大，自然条件差。在

这几年重点县建设中，我们

坚持“科技兴水 以水兴农”

的思路，从本地实际出发，

大胆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

具有山区特色的治水之路。



（一）“雨洪集蓄”保水，破解山区抗旱难题。

我县积极探索实施了“库渠相连-渠池相通-长藤结瓜-管

网配套-分户建池-田间蓄水”的山区雨洪集蓄利用模式，并在

实践中形成了“长藤结瓜型”、“抢洪蓄水型”、“汇集雨水

型”三种极具特色的抗旱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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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水田坝乡王家桥村脐橙灌区“雨洪集蓄利用模式”效果图



长藤结瓜型：对有水源的地区，依托已有的水库、堰塘等公共水利设

施，将其整修，将水通过渠道、管道引到水池，实现田间蓄水，目前

我县以这种类型建设最为普遍。

图为我县水库除险加固、堰塘整治、田间中转池、推荐小水池、引水渠等水利设施



抢洪蓄水型：对有在没有水源但靠近山洪沟的地方，利用山洪沟抢引

暴雨形成的山洪到田间水池蓄水。

汇集雨水型：在既无水源又无山洪沟的坡地，在集雨面做汇水沟，将

雨水汇集引入田间抗旱水池，用沉砂池保土，既能蓄水，又能减少水

土流失。



近年来，我县以“库渠相连-渠池相通-长藤结瓜-管网配套-分户建

池-田间蓄水”的山区雨洪集蓄利用模式新建灌区5个，新增和改善灌溉

面积1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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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屈原镇西陵峡村脐橙灌区



图为郭家坝镇王家岭村脐橙灌区



图为茅坪镇中坝子村茶叶灌区



（二）“微润灌溉”节水，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

用雨洪集蓄方式在小水池储存的水十分有限，这就决定了抗旱必

须节约用水，秭归先后淘汰了大水漫灌、深水淹灌、串灌等原始灌溉

方式，大力推广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滴灌、喷灌和微润灌溉等

节水抗旱技术。

图为茅坪镇松树坳村、中坝子村茶叶喷灌工程



三年来，我县先后重点在茅坪镇、两河口镇、归州镇、水田坝乡等6个乡

镇因地制宜地实施了“雨洪集蓄+微润灌溉”节水抗旱模式，共建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达5000亩。微润灌溉减少了灌溉中水渗透、蒸发、径流损失，并且土壤

不板结，团粒不被破坏，养分不流失，不仅有助于土壤的可持续利用，还可以

有效调节田间温度和湿度，改变田园小气候，使原有水土流失的坡耕地变成了

四季常青的特色农产品基地。

微润管

微润袋
（未覆土前）

微润灌溉示意图



（三）“水肥一体化”省力，节省农户投入。
水肥一体化技术借助压力系统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使肥料吸收率由

原来的30%-40%提高到了60%-80%，大大降低了水资源和肥料投入，有效解决

了劳动力短缺问题，成为助农增收的一项有效措施。在三峡库区两岸柑橘、

茶叶产区大力推广运用了 “水肥一体化”技术。已发展了6个乡镇共1000亩

。



通过四年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全县已建成柑橘、茶叶灌区5个，灌

区总面积达10万亩。通过这几年建设，柑橘灌区每亩年增产300公斤左

右，增收过千元，小农水贡献率达30%以上。同时，我县位于三峡水库

坝上库首，长江横跨境内64km，10万亩生态灌区的建成，每年可减少

入库泥沙近10万m3，减少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水入库量近100万m3，为保

半个中国的淡水资源——一库清水作出了一份贡献。



“沟截、管引、池蓄、微润灌、水肥一体化”的灌溉模式被全国

政协副主席齐续春誉为“中国山丘区的以色列模式”；农业部副部长

张桃林视察时给予高度肯定，要求在全国进行推广；欧盟九国、非洲

等国家均派相关专家前来参观学习，一致认为该模式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

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席齐续
春视察“雨洪集蓄 微润灌溉“山区

灌溉新模式

全国各省民革主席代表团参观我县”
雨洪集蓄微润灌溉“项目



欧盟九国水利专家参观我
县雨洪集蓄利用工程

非洲坦桑尼亚水利减贫代表团
参观我县雨洪集蓄利用工程

全国山丘区雨洪集蓄利用
培训会在秭归举办



二、勇于创新，实施“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建设机制

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在建设中，需要农民有一定比例的投入才

能完成项目建设，向农民收钱来进行工程建设已无可能，让农民

投工难度大，采取行政措施做工作让群众干有时适得其反，特别

是小农水工程通过公开招标后，将土方工程让群众投工投劳，其

余由施工队建设，部分群众出工不出力，协调管理难度大，实施

效果差。将小水池等单户工程通过招标交由施工单位承建，因点

多面广，监管难度大，受益者不参建，建设者不受益，工程质量

难保证，施工中用水、用电、用地、施工道路、青苗损失等矛盾

突出，协调难度大。



为破解以上难题，县人民政府先后出台了《秭归县小型水利设施

建设管理办法》、《秭归县小型水利设施管护办法（试行）的通知》

等文件，文件中明确对单户、联户工程实施“以奖代补，先建后补”

的规定，使其合规化。在此基础上，县水利局、财政局联合出台了

《单户田间小水池建设标准和补助标准》，使“以奖代补，先建后补”

更具可操作性，同时，编印下发了《田间小水池施工要点》。



四是坚持统
一质量监管

二是坚持统
一建设标准

三是坚持统
一材料采购

一是坚持统
一规划设计

五是坚持统
一验收标准

全县统一按照“布局合理，推进
有序、资金整合”的原则进行规
划设计，分年度推进，项目村通
过竞争立项后，县项目办将建设
任务下达各村。

对单户、联户供水
工程和田间抗旱水
池的建设，严格按
照建设标准和施工
图纸进行施工，确
保了工程建设达到
技术要求。

县项目管理办公室，
村级质量监督员（水
管员）、专业监理对
水池的各项建设环节
进行巡回监督，把好
工程质量关。

项目竣工后由项目所在村
委会进行初验并报所在乡
镇，再由乡镇和县项目建
设管理办公室进行终验，
验收合格后，将国家补助
资金一次性兑付到受益户
一卡通账号，直达农户。

县水利局对工程所需
的水泥、砂、管材等
主材进行集中招标采
购。



四是坚持效
益优先原则

二是坚持合
理布局原则

三是坚持以
奖代补原则

一是坚持受益
户自愿原则

五是坚持建管
主体一致原则

户工程、单户工程均由受益户向
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承诺土
地占用、青苗损失补偿、管网开
挖回填、建管工作均由受益户自
行解决。

每个水池按可灌溉
面积5-10亩进行布
局，水源充足取上
限，水源缺乏取下
限，严禁农户将小
水池扎堆建设。

坚持“以项目为依托、
以产业为基础、以农民
为主体”的发展思路，
围绕茶叶、烟叶、柑橘
等主导产业，在项目安
排上对作物产出率高、
经济效益好的作物进行
倾斜，实行效益优先关
。

本着“谁建设、谁管理、
谁受益”的原则，联户工
程竣工验收后，将其经营
权确权由共同受益农户共
有；单户工程竣工验收后
，其经营权确权到户。

对单户、联户工程实
行“以奖代补、先建
后补、验收结账”的
办法，工程验收合格
的，向农户一次性兑
付国家补助部分。





三、敢于改革，理顺建后管理制度

为使有限的农田水利设施发挥效益最大化，这就要求水利设

施不仅要建设好，更要管得好、用得好，才能长受益。在项目实

施中，我们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理，建管并重，着力解决

用水管水难问题。

一是采取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推进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

管护工作。长期以来，全县水利工程重建轻管、只建不管的现象

较为严重，水事纠纷频发。为此，我县从产权入手，从建设之初

就要求先落实建后长效运行管护方案，实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

项目业主先制定建后管护方案，明确管理机构、人员和制度，完

善用水管理办法，在明确责、权、利的基础上，水利工程方可立

项建设。





二是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工程产权，落实管护主体，明

确管护责任。县政府出台了《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本

着有利于管理和运行，群众满意、长期受益的原则确定产权归属。

对单户工程我们明确了由受益农户所有，颁发产权证确权，全县

四年来新建的1万多处单户工程全部确权到户；对集中工程和联

户工程成立了农民用水者协会，由协会统一管理，全县共成立用

水协会75个；对水库、大型堰塘、防洪设施等由乡镇、村管理调

度，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基本上形成了水

利设施管护的长效机制，实现了“建得成、管得好、用得起、长

受益”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