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 文 进



目
录

1 如何认识当下的农建

2 近年来各地的创新实践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4 今年的工作打算



如何 当下的农建认识









近20多年农建投资、投劳变化趋势图



2001-2014年水利投资示意图



2001-2014年农村水利分项目投资示意图



在少量财政补助下，组织和动员广大农民开

展大规模群众性冬春农田水利建设

依据规划，财政资金主导，农民积极参与，

全面完成年度农田水利建设任务

＋
采取财政补助、政府购买服务、水价综合改

革等引导农民强化工程运行管护



近年来各地 实践创新



一、发挥政府组织发动优势

1、进一步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主体责任。农田水

利建设被列入地方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

结果与干部任免、评先表优挂钩，辽宁、安徽、宁夏等地还实行了考

核“一票否决”。安徽、湖南、广东、四川等明确实行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县长负责制。

2、发挥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统筹作用。全国有农田水利建设任务

的2591个县均编制了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其中2508个经县级人大

或人民政府审批，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项目整合、约束指导作用。安徽

的县级农田水利规划委员会制度值得借鉴。



3、发挥多部门联动作用。四川、陕西等地进一步建立健全了省、市、

县三级政府牵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机构或联席会议制度。北京、

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宁夏等地四大班子领导带头参加水利兴修

劳动。辽宁、河南、四川等15省份坚持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竞

赛”。普遍强化了督导。

4、坚持舆论引导。各地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简报、网络等

平台，开展了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题报道、系列宣传，营造了全

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切实加大投入

1、包括农田水利在内的水利财政性投入大幅度增加。（利好：

土地出让收益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及统筹。2014年中央统筹

165亿元）。

2、2012-2013、2013-2014和2014-2015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分别有15、14和15个省份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3、通过项目带动、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等带动全社会特别是农

民投劳投资约占总投入的11%。

4、灌排工程运行管理费用财政适当补助政策落实开始破题。



三、推进管理改革

1、100个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带动

推动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2、80个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

3、各地探索开展的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民办公助建设模式创新试

点

4、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乡镇水利服务机构基本覆盖所有农业乡

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8.34万个，以抗旱服务队为主体的专业化水利

服务组织逐步得到发展



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一、组织发动依然困难

1、群众参与意识不强，且项目建设制度也制约了群众参与

2、组织发动方式适合于体制内，但社会号召力有限

3、乡镇、村组的动员能力不强



二、投入机制仍待创新

1、资金投向上“重建轻管”

2、财政资金投入方式上先建后补尚不完全“合法”

3、民间资本投入意愿不强，PPP方式功效部分“高估”



三、工作机制上仍需完善

1、统计指标体系不能反映全貌

2、工作方式上满足于报表与总结，“沉不下去”

3、各层级最高层重视有限、基层“应付”



今年的工作 打算



一、抓好组织发动工作

1、编制年度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方案

2、为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现场会做好参谋

3、组织好宣传工作，造声势、建氛围



二、强化督导

1、运用MIS、信息简报等手段及时了解进度

2、结合农田水利建设进度督导等开展农建专项督导

3、做好简报、政务信息的编辑、报送工作



三、进一步做好机制研究

1、总结地方在组织发动、资金投入、建管模式、建后管护

等方面的经验与创新

2、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

3、向有关方面提出政策性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