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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农田水利投入问题

——野人谷镇杜川村夏夜沙龙杂记

二团（湖北房县）1组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刘登伟

   南方乡村的夏夜宁静而安谧，太阳早早

收起了火葫芦，躲到了山的那一边，月亮带

着清风，款款而来。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村民，大部分已经进入了梦乡，然而

此时村口的一个农户家里依然灯火通明,人

头攒动……

   这是一天晚上房县野人谷镇杜川村村支

书戚祖兵家里的情景。原来，“百村调研”

第二团第一小组八名团员与当地村民正围绕

引水灌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此时正值房

县大旱，许多农田都面临着绝收的危险，然

而让调研组看不懂的是，距农田不到2米的

地方就有河水流过，为什么不引水浇地呢？

农田水利投入不被重视

   我们看到旱灾对房县县城影响不大,但对

农村影响很大。虽然这与农业生产的特点有

一定的关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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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的投资集中到城市,农业的用水投入太

少。在资金投入和水利建设方面，出于经济

效益的考虑，政府偏重大型水利设施建设，

偏重城市、工业用水，忽视“小农水”投

入。另一方面，农民自己也不愿意投入。据

我们调查,在房县农户种一亩粮食获得的纯

收入为140元（不含劳动力成本）,而外出打

工人均劳务收入可达3000元以上。这就造成

壮劳力都愿意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人员多

为妇女、儿童和老人，难以担负起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任务。

“取消两工”是把双刃剑

   农村取消“两工”后，农村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筹资筹劳失去了制度基础，虽然减轻

了农民负担，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使原本就

很薄弱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明显

不足。“两工”取消以后，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新的投入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正如老

书记杨守东所说：“农田水利设施需要大家

行动，不是一家一户可以做的，做起来了，

也不是一家一户去用的，村里的塘堰都是

三四十年前建的，但自从分田到户以后，这

些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就没有人管了，尤其是

取消 “两工”后，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更

是被荒废了”。

“一事一议”常变成“一事无成”

   座谈中我们了解到山区农户住得比较分

散，距离村委会比较远，有的一年到头都不

下山一次，如果商议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

情，经常不会出席，再加上大量农村劳动力

外出打工，很难达到要求的议事人数。此

外,农户间存在异质性，而导致不同农户对

农村公共品需求不同，受农村宗族、块块利

益主义影响，部分农民对自己直接受益的事

就赞成参加，间接受益或没有利益的就不愿

参加。另外，参加会议的人员多数是妇女、

老人，他们文化层次低且不是家庭事务的

主要决策者，很难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还

有另一种情况,“一事一议”通过了并形成

了决议，但少数人拒不交款或是拒不投劳，

村干部也不愿得罪这些人，而现在又没有法

律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最终让大多数

老百姓觉得这样做不公平，从而难以调动群

众的积极性，不利于今后开展工作。由于存

在“开会难”、“统一意见难”、“一事一

议”成本高等困难，基层干部思想不积极，

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工作态度，丧

失组织管理农田水利的积极性，导致村民在农

田水利上变成“一盘散沙”，农田水建设严重

滞后。正如村支书戚祖兵所说：“辛辛苦苦几

十年，水利一夜回到解放前”。

农田水利投入要软硬兼施

   关于修建抽水泵站的问题，老乡刘顺荣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水坝好修，水泵站好建，

但后期谁管呢？”老乡真是一语中的。当前农

田水利投入不仅要投资到硬件设施上去，更要

加强管理体制与组织建设。一方面要加强非营

利性水利工程单位的财政补贴力度；另一方面

要加强乡村两级的组织能力，将行政村或者村

民小组组织成独立的用水单位。

中央政府应该担当投入主体

   我们问当地的村民，天这么旱为什么不

抽水灌溉？老乡吕乡成说：“自己没有这个

能力，需要买水泵，但没有资金。”我们

认为，农田水利事关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事

关国家安全，公益性突出，单纯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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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满足农田水利建设的需要，政府要在农

田水利建设中承担首要责任，尤其是中央政

府应该承担小农水的资金投入，担当投入

主体，这样才能保证小农水建设的顺利进

行。终究有一天，我们不再看到“老乡买水

泵”，而应看到“国家发水泵”的场面。

结 语

   杜川村夏日沙龙伴着荷塘里盛开的莲

花，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月光，为期一周

的“房县调研”也已经悄悄落下了帷幕，但

关于农田水利的话题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

常说，农田水利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但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最后1米的问

题”。作为一名水利人，感到农田水利建设

任重而道远，但我坚信只要大家齐心合力，

我们一定会迎来水利的大发展、农村的大发

展、国家的大发展。

“近水楼台”的诱惑与危害
三团（安徽凤台）26组 水利部农电局 何峰

关庄村地处淮河中游，淮北平原南缘，

河湖沟塘星罗棋布，一派水乡泽国的自然景

象。世世代代，水滋养着关庄人的吃穿住

行，倒映着关庄人的喜怒哀乐。

一周的调研时间里，在走村入户，跟老

乡们拉家常的过程中，村民们提及最多的就

是宅基地的问题。有的家庭经济条件好了，

想到村口的规划新区盖房；有的儿孙满堂，

孩子大了要分门立户，想再划块宅基地给小

儿子盖房取媳妇；有的老房子位置偏僻，想

搬到新修的水泥路旁……但是，村民们这些

愿望，都因国家土地资源管理严格，无法实

现。在关庄，农村宅基地需求与国家耕地保

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正在我们就这个问题，与乡干部深入

探讨时，我们发现从乡里通往关庄村的公路

一侧的河沟里桩柱林立，支撑着上面新盖的

民房，有些地方干脆填埋了河沟再在上面盖

房子。一溜下来，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整条

沟渠被堵塞，小河流的防洪、排涝、灌溉、

生态功能受到严重影响。村干部无奈地笑

道，这种侵占池塘、内湖、渠道及小河流等

修建民房的情况，在当地是普遍现象。在土

地资源管理日益严格的今天，当遇到经济社

会发展与土地资源供需有矛盾时，人们把目

光投向水域，将河道作为任意侵占的“自

留地”。农村宅基地的需求在这里得到了释

放，乡村的河道边、水面上矗立起一排排的

“近水楼台”。

调研中了解到，造成大量水域被无序

占用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村民们对水域的

功能认识模糊，保护意识淡薄。二是建设用

地指标少，土地资源紧缺，侵占水域动力较

强。三是侵占水域的违法成本低，甚至是无

人监管。

水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线，是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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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进步的生命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水域占用过多，会严重地影

响到水域防洪、排涝、蓄水、航运、景观、

生态等综合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到人与水

和谐相处，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针对当地违法侵占水域的情况及原

因，我们有一些思考和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特别是领导

干部的水域保护意识。

水是自然环境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域既是公共资源，又是公共环境，不仅具有

防洪、排涝、蓄水、供水、灌溉等功能，还具

有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景观功能等。应让群

众认识到，要像保护土地一样保护水域，像保

护城市街道一样保护河道。

2、做好水域调查，编制水域保护规划，

明确不同水域功能区划，实行水域分类管理。

以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为契机，全面摸清

不同水域的面积、所在位置、现有的主要功能

等，彻底弄清家底。在此基础上，按照所在行

政区域防洪排涝、水资源供需、水环境容量、

生态功能等需要，编制水域保护规划，确定该

行政区域及区域内不同区块的基本水面率、水

域总体布局、水域功能、水域保护范围、保护

等级和保护措施。

3、逐步建立水域占补平衡制度，用经济

杠杆遏制水域的无序占用。

借鉴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建设项目占用水

域采取“谁占用，谁补偿”、“占用多少、补

偿多少”的办法，以保持水域率和水域功能的

稳定性。水域占补平衡是一种救济措施，其目

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减少对水域的占用，实现水

域的可持续利用，而不是完全靠行政审批强制

性进行控制。

4、加强法制建设，严格涉水建设项目审

批、监管。

要依据《水法》和《防洪法》等法律法

规，完善河道管理法规、规章、管理办法和技

术标准。尽快修订《河道管理条例》，完善有

关配套法规等，进一步明确河道管理的内容、

程序等，避免因法律缺位或可操作性不强造成

不作为、执法难和惩戒力度不足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