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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山县按照国家和省厅的要求，
我县从2012年起实施了“东北
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
设，该项目主要以中心支轴式
大型喷灌机为主，灌溉后发挥
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受到当地百姓的好评。同时为
了达到工程“建的成、用得起、
管得好、长受益”的目的，我
们又在项目建后管护上做了几
种有益的尝试。



一、成立县级管理中心指导全县工程管护

“节水增粮行动”的项目是由县政府
统一管理，由县水务局负责组织实
施，如何把项目“建得成、用得
起”，仅凭水务局的行政管理是不
够的，还需要有许多的具体工作要
进行落实，还应该在行政管理的基
础上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以
此代为技术与业务指导及日常维护，
融多种职能于一体的工作机构。



这样能使设备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基于现状结合我县实际在借鉴农垦
系统管护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克
山县高效节水灌溉管理中心，中心
的人员由有专业技术和工作经验的
水务局下辖的水利物资公司和原防
汛抗旱服务队相关人员组成，设置
财务部、技术服务部、维修管护部、
培训部、档案材料部等职能部门。



• 配置人员14人，其中主任、副
主任各1人，中心的性质为准公

益性事业单位，隶属水务局管
理，代表水务局实施高效节水
管理和服务职能。



管理中心几个相关工作部门



管理中心主要职责：

• 负责高效节水管理工作，对全
县范围内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
设备、设施进行登记造册，归
档立案；与工程使用主体签订
使用、维修及管护协议；对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进行全方位的
技术服务；负责抗旱期间的设
备运行统一指挥调度，组织相
关技术人员进行应急材料、设
备的进货及抢修工作；负责对
用户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依据高效节水管理的法律法规，
制定高效节水设施管理办法，
负责相关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
督和管理；完成上级和领导交
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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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与项目建设关系



二、多措并举全时限管护

• 三分建、七分管，建管并重，中心
轴式喷灌机不同于卷盘机和其它型
号的喷灌机，用后可以直接收回，
放库放院储藏保管均可，而中心轴
式喷灌机电子设备、集成电路和工
作管理非常复杂，很多易损件长时
间暴露在野外，我县是一季生长作
物，喷灌机作业时间极短，剩下的
时间全部都是管理，这就给我们的
管护提出了新的问题。



• 为此我们在县水务局、县管理
中心和相关乡镇设立管护电话，
确定主体管护责任和相关责任，
同时针对喷灌设备的安装和用
后管护，我们也采取不同时段
的管理模式。



一是春季管理

• 在春季设备的安装过程中，我
们及时与厂家联系，责成高效
节水灌溉管理中心派驻技术人
员进行全程跟踪，所涉及地块
的用户安装设备都派人员进行
学习，对机械性能、安装构架
等技术方面有了全面的了解和
掌握。



• 夏季是设备作业的时段，我们对电力进
行配置，对设备的性能进行测验，对运
行的时段进行观察和检查，其间有关技
术人员亲临现场指导，同时要求厂家对
管理中心技术人员和用户进行现场说教，
集中讲解、答疑解惑，然后指导他们独
立完成操作运行，另外我们还派人到外
地参加学习，通过学习掌握了一些易损
部件和简单故障的排除，使设备运行良
好，能够正常的投入使用。

二是夏季管理



• 夏春季的作物喷灌已经结束，我们及时
对配电设施和易丢部件（喷头、软管）
拆除入库，并做好标记、详细记录。同
时对设备用后要进行排沙，然后停放在
一个合适的位置，对水源井及时封口，
主控箱、配电箱拉闸、锁牢，变压器与
高压线断开，以防触电事故的发生，设
立警示标志，放到显著位置。

三是秋季管理



秋季管护流程



• 用设备的管理单位和个人，定
期不定期的到地块进行巡视、
察看设备状况，并做好记录。
对检查、抽查发现的问题及时
使处理，同时检查秋季物品归
库的情况、场地的落实情况、
看护房及管理人员的责任制情
况，为下年度设备正常使用提
供前提保障。

四是冬季管理





三、多措并举筹集管护经费

我县高效喷灌管理中心在
保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发挥重
要作用，为使该中心长久发挥
作用，维持工作正常运转，经
测算管理中心人员工资及办公
经费全年共计50余万元，其中
人员工资每人平均2000元，共
33.6万元，全年办公经费近17万
元，能否落实这些资金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为此我们从以下
几个方面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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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管理中心原有人员具有防
汛抗旱职能，而管理中心又具
有指导协调全县抗旱功能，县
政府每年以防汛抗旱名义给予
经费10万元。二是管理中心成
立前大多都是水利物资公司人
员，他们经销水利设备及物资，
从经营中拿出30万元用于管理
中心费用。三是对城乡用水业
户提供维修、维护及为设备生
产厂家代为服务收取费用１０
万元。他们很多人员在管护喷
灌设备的同时兼职搞物资销售
和服务，从事第二产业，一方
面增加人员工资收入，另一方
面也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此项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 三是资金活化，从受益农户从自行收益中提取的1%资金，存入管护专
户、专款专用，用于以机养机，此项费用大约每年拿出10万作为设备的
日常维护一个部分，同时也确保固定资产保值增值，长期发挥效益。



• 四是从服务费和易损件销售中提取
一定资金作为经费管理，这部分资
金因服务的内容及易损件多少而定，
一般都作无偿服务，易损件也都是
来多少钱收多少钱，特别是近几年
由于天气较好，雨量充沛节水效果
不明显，但我们重点在于服务和管
理，使设备在需水的时候发挥效益
是我们工作的关键。



四、强化制度管理

• 建立健全各项管护制度，用制度规范管
护人员行为。管理中心坚持每月定期回
访，巡回检查及保养以延长设备寿命。
向用户维修维护服务电话，保证用户第
一时间与管理中心取得联系，管理中心
向用户公开承诺：

克山县高效节水灌溉管理中心情况说明

• 为适应国家在东北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工程的需要，确保工程“建得
成、用得起、管得好、长受益”的目的，特成立克山县高效节水灌溉管理中心
。

• 一、中心的性质：为准公益性事业单位，隶属水务局管理，代表水务局实施高
效节水管理和服务职能。

• 二、中心的职能：

• 1、负责高效节水管理工作。

• 2、对全县范围内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设备、设施进行登记造册，归档立案。

• 3、与工程使用主体签订使用、维修及管护协议。

• 4、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进行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 6、负责抗旱期间的设备运行统一指挥调度，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应急材料、
设备的进货及抢修工作。

• 7、依据高效节水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定高效节水设施管理办法。

• 8、指导、考核高效节水设施维护与管理工作。

• 9、负责相关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督和管理。

• 10、收取用户一定数额的运行管护费用。

• 11、负责对用户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 12、完成上级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 三、中心编制：

• 克山县高效节水灌溉运行管护办法

•

• 2012年，我们根据省厅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的指示精神

，结合我县土地流转面积大、规模经营程度高和专业合作
组织健全这一实际，我们选择了克山县立涛马铃薯种薯合
作社做为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重点对马铃薯种薯进行节
水灌溉，项目区内共建设节水灌溉区3处，打机电井6眼，
安装大型喷灌设备6套，灌溉面积2212亩。通过一年的运
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每亩增产1200公斤，亩增效
益2600元，深受农民欢迎，为高效节水项目的进一步推广

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运行管理上我们做了以下几种尝
试：

• 成立管理组织，为切实加强高效节水灌溉设备的管理，县
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县长担任，
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水务局
，专门负责灌溉设备的运行管理。

• 制定管护办法和各项规章制度，针对大型喷灌设备由国家
投资兴建这一前提，合作社只有使用权的实际，我们先后
出台了，《克山县大型喷灌设备管理办法》、《保养与维
修制度》、《财务制度》、《运行技术操作规程》等相关
制度，确保大型喷灌机高。



• 设备若发生故障，中心在接到
用户报修信息后，中心人员2个
小时内到达维修现场并到位检
修，在8个小时内修复。特殊情
况在12个小时内无法修复的，

中心将及时与设备厂家联系，
让厂家尽早派出专业技术人员，
到实地进行维修、维护。



五、进行技术培训

• 为提高大型喷灌工程建设管理水平，
发挥大型喷灌工程节水增产增效作
用，加快转变水利发展方式，着力
打造我国北方干旱缺水地区高效节
水示范基地，推动高效节水灌溉发
展。管理中心人员定期参加国家省
市举办的高效节水灌溉培训，中心
人员针对用户需要，对用户设备操
作手进行培训，每年结合农业技术
培训冬春举办2次，参加人员120人，
使他们达到会操作、小故障能处置
的目的。



• 培训班采取专家讲座、经验交流和
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为我县万
亩节水灌溉工程、“节水增粮行动”
项目，提高大田作物大型喷灌运行
管理水平，提高大型喷灌节水增产
增收的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示范
样板和技术支撑。



• 针对我县的实际情况，下步打
算，一是在今后建设项目时要
全部选择土地已经流转的合作
社和大户；二是加强管护队伍
的技术培训；三是出台切实可
行的管理办法、完善各项管理
制度，进一步实现管理系统化、
信息化、制度化、规范化。



六、存在的问题和下步打算

• 经过几年的运行我们感到在管

护上还是很艰难的，真是建设
难管护更难。一是管护队伍技
术不过硬；二是管理办法和制
度不够完善；三是散户的土地
零散、管护难度大，不适宜大
面积搞高效节水灌溉。



项目实施尽可能的投向合作社和大户

仁发合作社向合作社成员分红 省委王书记视察克山马铃薯合
作社



• 以上是我们在建设和管护
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和各
地相比还有许多不足，我们决
心按照本次培训的安排部署，
结合我县实际，不断总结项目
推进中的经济，把我县"节水增
粮行动"建设和运行管护做得更
好，发挥长效作用，为探索我
县的现代农村水利化和粮食安
全做出贡献。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