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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地方政府、受益农户是集雨节灌工程的建设主体, 不同的集雨节灌工程其建设的主体、管理

模式、产权形式不同。坚持谁建设、谁拥有、谁管理、谁维护的原则,可保证集雨节灌工程的建设质量和持

续正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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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Rainwater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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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benef ited peasant households const itute the main body of const ruc-

t ion of rainw ater collection and irrigat ion saving engineering. Different projects of rainw ater collect ion and irrig a-

t ion saving should correspond to dif ferent bodies of const ruct ion, different management modes and dif ferent forms

of construction rights. The principle should be that the person who const ructs it has the right to use it, and the

person who manage it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it. Insistence on the principle can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projects and their cont inouse use.

Keywords: rainwater collection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为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充分高效地利用有限的降水及其径流资源, 解决

宁夏南部山区 8. 0 @ 105 hm2 旱作农田抗旱和人畜饮

水紧张的问题,实施了集雨窖灌农业工程,取得了坡

地径流资源化工程开发技术、窖灌农业综合节水灌溉

技术,推动了窖灌农业工程建设及产业化发展。但在

集雨节灌农业工程建设中,还存在着主要依靠国家建

设的传统观念和模式; 只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较

差,未能形成持续发展的良性建设机制;集雨节灌项

目投资回收期较长, 社会力量参与集雨节灌项目建设

积极性差等不足之处,制约了干旱区雨养农业工程的

建设规模。为解决集雨灌溉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十五0期间,结合北方干旱半干旱集雨补灌农业综合

技术体系的集成与示范课题在宁夏彭阳的实施,对集

雨补灌旱作节水农业工程的建设机制、管理模式和产

权形式进行研究与实践, 建立高效可靠、可持续发展

的集雨节灌工程建设管理机制,对推动集雨节灌农业

及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集雨节灌工程建设管理机制研究

1. 1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机制

集雨节灌工程建设的主体是国家、地方政府、受

益个人,建设机制的重点是合理确定不同集雨节灌工

程的建设主体和国家、地方政府与农户的建设内容,

明确国家、集体、农户的责、权、利,平衡各方的权利与

义务,达到农民愿建、建好、管好, 以保持持续利用的

目标。

1. 2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管理机制

1. 2. 1  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  成立由县人民政府主

管副县长任组长,计划、财政、水利、农业、监察、审计

局及项目所在乡镇负责人为成员的工程建设领导小

组。组长总负责, 其职责是协调、指导县级各业务部



门对项目工程进行实施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研究和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工程建设

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水利、农业等业务部门的负责

人为项目建设的第一责任人, 其职责是按业务分工负

责,通力协作,进行项目建设的实施及技术指导,为工

程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财政局的负责人为项

目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其职责是对集雨节灌工程投入

的各类项目资金,按项目实施的总体要求,设立专户,

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实行报账制, 要以合同为依据实

行施工单位按月申报、监理签证、项目建设主管单位

审核、财务拨付的资金支付程序, 为工程建设提供有

力的资金保障。审计、监察局的负责人为项目监督的

第一责任人,其职责是要严把项目资金的投向、使用

和效益关,做好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工作,为工程建

设保驾护航。乡镇的负责人为项目实施的第一责任

人,其职责是负责劳力调度及项目的实施,采用下发

文件、召开会议、刷写标语、制作广播电视专题等各种

形式, 广泛宣传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意

义,宣传中央和区、市在工程建设方面的扶持鼓励政

策和建设要求, 宣传工程建设的技术规程和目标效

益。通过宣传, 调动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为工程建设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为了确保工程

建设进度和质量,每年初,县、乡、村逐级签订项目建

设工作责任书,逐级订立目标任务, 层层分解建设指

标,严格考核验收,逐级奖惩兑现, 促使工程建设担子

有人担、责任有人负、任务有落实。

1. 2. 2  实行工程监理制  根据集雨节灌工程规模的

大小,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有相应资质的监

理单位或择优聘请业务部门的工程监理人员为监理,

对工程质量实行现场监理和全程质量监督,监理内容

及要求按有关规定执行。

1. 2. 3  实行招投标制  工程招投标分 2个层次, 对

单项投资小于 20万元的微小型工程实行合同管理形

式,由项目区主管部门择优选择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

位组织实施;对单项投资大于 2. 0 @ 105 元和单台设

备大于 1. 0 @ 10
5
元的大中型工程进行公开招投标,

择优选择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集雨补灌工程所

需的材料、设备由县级政府部门组织统一进行集团采

购,采购方式按政府集团采购办法进行招标; 对一些

不能实行招标的材料、设备也要选择行业定点厂生产

的产品。招标要在监察、主管及公证部门的监督下,

本着公开、公证、公平、择优、诚信的原则, 实行/即开

即定0的定标原则。
1. 2. 4  实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  与项目实施单位

负责人、项目实施责任人、施工单位法人、施工负责

人、监理工程师等相关责任人签订工程质量责任书,

合理规定双方权益,明确违约责任。

1. 2. 5  专业督导制  在集雨节灌工程施工建设中,

要有专业技术人员进驻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督

导,以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行效果达到设计目标。

1. 2. 6  统一验收制  每年年终,由自治区财政厅、水

利厅牵头, 邀请农业、科技、农建、计划等部门参加, 组

成联合验收小组, 依据签订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

统一对各县当年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验收依据

为安排下达的集雨节灌工程年度建设计划;集雨节灌

工程技术标准; 签订的集雨节灌工程目标管理责任

书。验收内容有项目的组织机构、实施方案、管理办

法、配套政策及奖罚制度等; 集雨工程年度计划完成

数量、工程质量、配套设施, 以及工程管理档案; 集雨

节灌工程建设国补资金的到位和使用情况;集雨节灌

工程运行管理方案和运行效果;集雨节灌工程运行技

术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

工程验收采取随机抽样和普查相结合的办法, 对

选定验收的集雨节灌工程按单体工程逐个进行丈量、

查看档案、现场看设备、调查询问农户、登记, 并检查

蓄水设施的蓄水和利用情况;对国补专项资金的到位

和使用情况, 按照专项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由验收

小组采取查指标、看帐目和调查了解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检查; 对验收情况进行总结评价,最后写出验收报

告,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 同时,确定相应的档次。

1. 2. 7  农民参与制  集雨节灌工程野外勘察, 要充

分征求项目区农户对集雨节灌工程规划规模、布局、

地点、形式等方面的意见, 以体现项目区农户建设集

雨节灌工程的意愿; 制定集雨节灌工程实施方案, 要

充分征求受益农户的意见,以调动受益农户参与集雨

节灌工程建设的积极性。实施集雨节灌工程建设方

案前, 对集雨节灌工程建设的目的、意义、效益进行宣

传教育和实施动员;集雨节灌工程建设时由技术人员

指导受益农户直接或参与实施;集雨节灌工程建设过

程中组织受益农户代表对工程建设地点、工程类型、

工程建设质量等内容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与监

督,以确保工程质量和持久利用; 成立集雨节灌工程

验收小组要吸收受益农户代表参加;集雨节灌工程建

成后, 要根据集雨节灌工程类型和受益户数鼓励受益

农户采取自主经营、承包、租赁、拍卖等方式取得所有

权和经营权,由受益户进行运行、维护和管理。

1. 3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产权机制

集雨节灌工程产权体制中坚持/谁建设、谁拥有、
谁管理、谁使用0的原则[ 1] , 产权、使用权归建设者所

有,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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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雨节灌工程建设体制与产权模式

集雨节灌工程属于农村微小型水利水电项目,国

家投入是政策性的, 起引导和鼓励作用,主要用于购

置各种节水灌溉设备、材料和设施; 地方各级政府主

要进行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管理设施的建设,在建设过

程中要积极推行以奖代补、以物代补等投资形式; 农

民主要进行生产建设[ 2 ) 3]。

2. 1  土壤扩蓄增容工程

土壤扩蓄增容工程主要包括水平梯田、退耕还林

(草)生态修复、荒坡(山)造林整地工程建设。农户是

建设主体, 国家及地方政府予以资金扶持和技术指

导,其建设地点、规模、用水方式应由县级人民政府根

据县农业区划确定。县人民政府制定退耕还林还草

计划, 将大于 15b小于 25b的坡耕地退耕, 由退耕农户

在退耕坡耕地的地埂边按/ 885420的整地标准人工整

修反坡带子田, 根据地势种植山桃、山杏、食用杏等经

果林, 余下的退耕坡耕地种植苜蓿等多年生牧草, 产

权归受益农户所有, 用于受益农户发展经果林和畜牧

业;县人民政府制定封山禁牧计划,由乡、村组织受益

农户将坡度小于25b的荒坡(山)沿等高线以4 m左右

的间距按/ 885420的整地标准人工整修反坡带子田,

坡度大于 25b的坡耕地和荒坡 (山) 上, 沿等高线呈

/品0字形人工整修鱼鳞坑,种植山桃、山杏、沙棘等生

态经济林,产权归受益农户所有。坡度小于 15b的坡
耕地、沟台地分年度用推土机机修水平梯田, 由乡、村

组织受益农户人工整修田埂, 产权归受益农户所有,

用于受益农户种植基本口粮和发展高效农业。

2. 2  微型雨水积蓄利用工程
微集雨工程主要包括集雨场、水窖、土园井、微小

型蓄水池以及田间微集雨工程。农户是建设主体,国

家及地方政府予以资金扶持和技术指导,由县水利局

提供水泥、砖、砂子、无纺布、固化剂、PVC 塑料管等

集雨材料, 由乡、村组织受益农户在水利技术人员指

导下修建集雨场、屋檐接水、水窖、土园井,产权归受

益农户所有,发展高效窖灌农业和庭院经济。

2. 3  小型集雨利用工程

小型集雨补灌工程的建设主体是农民用水合作

组织, 国家及地方政府予以资金扶持和技术指导, 由

县级人民政府进行集雨节灌工程规划, 国家修建提水

工程或配置机泵,由县水利局提供水泥、砖等材料,由

乡、村组织受益农户在水利技术人员指导下, 联户修

建小型涝池、蓄水池及拦截、导引工程, 在农业、林业、

水利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发展高效节灌农业和

庭院经济。农户合作组织对工程使用、维护进行管

理,运行维护费用根据用水量分担。

2. 4  中型集雨利用工程

中型集雨补灌工程由政府和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共同建设,或者以政府为主,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为辅

进行建设。县级人民政府进行集雨节灌工程规划, 由

县水利局采取招标方式修建淤地坝、塘坝等中型截流

集蓄工程、小型扬水站、输水灌溉渠道、管道以及田间

节水灌溉工程,将拦蓄的沟道径流输送至田间, 产权

归政府和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共有。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采用租赁、承包等运行管理方式,地方政府对工程

建设补助资金形成的股权,可持股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或通过拍卖转让股份,转让费用于新工程的建设。受

益农户在农业、林业、水利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发展高效节灌农业和庭院经济。

2. 5  雨水高效利用农业工程

雨水高效利用农业工程主要包括节能日光温室、

舍施养殖、田间高效用水等工程, 受益农户是建设主

体,受益农户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修建蔬菜棚、菌

草棚和舍施喂养暖棚,产权归受益农户所有,在农业、

林业、水利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由受益农户发

展高效设施农业、舍饲养殖业和高效种植业。

3  结  论

研究取得的集雨节灌工程建设机制、产权管理模

式在宁南山区集雨节灌工程建设管理中的应用实践

表明: 集雨节灌工程建设的主体是国家、集体、受益农

户,针对不同工程的建设规模和受益对象, 可分别采

用农户为建设主体, 政府适当补助,政府和农民用水

合作组织共同建设或政府为主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为

辅等多种形式; 坚持0谁建设、谁拥有、谁管理、谁使

用0的产权管理模式,可极大地调动农民建设集雨节

灌工程的积极性,确保工程质量和长久利用。不同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文化素质不同, 对集雨节

灌工程的认识不同,各地区所适宜的工程建设机制与

产权管理模式具有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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