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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探究
刘峰华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水利局，湖北 恩施 445300）

0 引言
“五小水利”工程是指面向干旱山丘地形的小型水利工程，包

含小水窖（干旱地区的坡面蓄水工程，水面不受阳光直接照射，

蒸发量小）、小水池（类似于小水窖的储水池）、小泵站（由水泵、

机电设备及配套建筑物组成的提水设施）、小塘坝（拦截和贮存

当地地表径流需水量不足 10万的蓄水设施）、小水渠（人工开
凿，用于引入江河水的水道）[1]。应用于山区时，需因地制宜，保证
用水需求。

1 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简析
目前，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典型性问题

如下：

（1）山区地形复杂，加之交通不便，导致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处
于年久失修的状态。此外，近年来，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工艺的提

升速度较快，很多年限较长的小型水利工程已经失去翻修与维

护价值，几乎无人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安全隐患。

（2）部分山区民众自发参与度不足，地方相关部门由于缺少
资金支持，严重影响“五小工程”的施工以及未来的整体运作。

（3）与工程建设相关的管理机制存在较大的漏洞。①尚未围
绕“五小水利”设施的全寿命周期形成长远管理机制，主要表现

为：水利工程建设及刚刚投入使用时，地方政府部门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由于未能高质量编制预算造价控制方案，导致施工

后的水利设施管理、运维失去资金支持，大幅减少设施的使用寿

命；②由于产权的归属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水利工程的实际
使用与管理者是农户，但产权却属于当地水利部门。在一些经济

发达的地区出现此种情况之后，地方水利部门基于“为人民服

务”思想，会承担起设施后续的管理与维护职责，保证设施能够

正常运转。但在山区，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

况下，容易出现无人负责后续维护的情况。

2 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的一般管理措施及
目标分析
山区与其他地区不同，开展“五小水利”工程建设时采用的管

理措施具有更加明确的目的。

2.1 深化管理职责,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保证质量
结合山区民众的思维理念以及行为习惯，在开展工程建设

时，设计、施工、生产三项要素必须同时进行。为了进一步发挥水

利设施的作用，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此种积极作用，在水利工程

建设前，地方政府应该在山区内普及“建设机制”，使地方人民明

确水利工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比如在工程项目正式

启动之前，应明确有关产权的归属、使用、后续的维护等。在此基

础上，对相关单位在“五小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与全寿命周期内应

该承担何种职责，也需详细划分，进而在发生问题时，能够在第

一时间联系相关责任方，保证设施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得到有效

运用。

2.2 组织山区民众自发参与管理与维护
在山区建设“五小水利”工程的根本目的有两点：①解决山区

人民用水难的问题；②改善灌溉面积、恢复水毁面积、实现水土
流失“封境治理”[2]。无论基于何种角度看待此类工程，均可得出
“帮助山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的结论。因此，针对水利工程进行

管理时，地方政府应当积极组织山区民众自发参与对水利设施的

管理与维护，全面改善山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以我国南方某县

为例，该地区 2017—2019年基于“五小水利”工程的综合改善情
况如表 1所示。能够取得此种成绩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在数年
时间内，不仅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兴修大、中、小共计

20座不同规模的水库以及引水管道、水池、水窖、沟渠、提水站等
小型水利设施十余万处（件）[3]。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投入及管理

摘 要：山区“五小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具备高度复杂性，只有保证大方向处于正确状态，结合地区实际情
况，以“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才能提高管理质量。 本文介绍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在山
区围绕“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实施的一般管理措施及目标分析，阐述进一步提高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平，保证
工程质量的有效方式，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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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地区人民的积极参与功不可没。由此可见，提高人民认知

水平，充分调动其力量，具备重要意义。

2.3 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保证生活生产用水
山区用水与城市用水管网的建设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

言，大部分山区均以流域作为基本单元，并根据村落的具体位

置，通过多个基层水利工作站为民众提供水利服务。因此，基于

“五小水利”工程，还有助于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全面保证山

区民众的生活及生产用水。

3 进一步提高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
平,保证工程质量的有效方式
上文所述的围绕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实施的一般管理设施

仅仅是第一步，为了进一步激发山区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

高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政府有关部门还应采取如下措施。

3.1 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深化山区产业结构调整
任何问题归根结底均可以“经济”概括，所谓“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概莫如是。因此，激发并长时间保持山区人民觉悟的

最佳方式在于，使其能够充分感受到“有发展前途”“生活能够好

起来、富起来”。基于此，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围绕“五小水利”工

程的建设与管理，深化山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显著增长，

除了主观能动性之外，还可以激发人民的创造力。从某种角度来

看，“五小水利”工程几乎为山区“量身定做”。其中的原因在于，

尽管山区中拥有众多溪流，但受地形地貌及成本投入等因素的

影响，在山区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并不现实，性价比极低。而建设

“五小水利”工程，除了解决山区民众生产生活用水的问题外，还

可以通过人工干预，使山区的生产结构方式在较长时间内处于

“逐渐转化”的过程。为了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建设水利工

程之前，地方政府及施工单位应该对目标地区的地形环境进行

地空全面检测，如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设备，多角度、无死

角地拍摄水源地周边所有地区的真实情况，成功编制设计方案

及预算造价控制方案之后，提交有关部门进行审核，从而使水利

设施能够“兼顾多方”，真正成为改善山区用水条件的“利器”。

3.2 加大山区“五小水利”工程投资力度,明确规划建
设思路
在山区建设“五小水利”工程时，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案例是

必要的，但不可盲目照搬照抄。总体而言，“加大投资力度”并非

单单提高财政拨款具体金额，更重要的方式在于，将先进的建设

与管理理念引入山区，进而明确规划建设及后续使用管理思路。

比如某扶贫攻坚乡坐落于海拔 2200m以上的山区，气候常年寒
冷。受地区土地成分的影响，自然降水无法自助积存而形成“循

环”，导致水土资源流失极其严重，经常因缺水而导致干旱，最终

造成农田收成欠佳。不仅如此，该山区坐落于较为偏僻的地区，

历史经济水平常年垫底，且缺乏兴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地质条

件。经过研究后发现，该山区自然形成多条小水渠，小水池数量

众多，可解决民众日常生活用水。在综合考量之后，工程团队认

为，采用“蜘蛛布网”模式，首先在小范围内形成“水源流通域”。

以此为基础，贯彻“高水高用（排）、低水低用（排）”的原则，最终

成功将大量小型水利设施“组合”成一套无泵立式水源自流系

统。不仅如此，工程团队在山区多处均选择合适位置，基于“五小

水利”工程的运用思路，在山区农田不同位置兴修小型蓄水池，

使山区也能呈现出“沃野千里”的效果（如图 1所示）。

3.3 提高“五小水利”工程建后管护工作质量
如上文所述，在山区成功修建小型水利设施仅仅是第一步，

有效运用是第二步，制定完善的定期巡视维护方案是第三步。如

果建后管护工作水平不高，导致小型水利设施使用寿命未能达

到预期目标，则无论是建设还是管理均会背离初衷。因此，提高

管理水平至关重要。具体而言：①山区村委会应该承担责任，组
织全体居民正确看待小型水利设施，做到合理调配水资源。②民
众必须自发地爱护水利设施，不可出现任何破坏行为；③随着经
济的逐渐发展、生活质量的逐渐提高，山区内也应逐渐构筑水资

源自用、自管体系，实现对水利水网的规范化管理。

4 结语
综上所述，“五小水利”工程是一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

点，专门用于解决山区用水环境复杂、矛盾多等问题的有效方

式。但成功建设水利设施并不等同于“解决所有后顾之忧”，在投

入使用之后，还需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成效，最大限

度地发挥小型水利设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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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新增灌溉
面积/hm2

改善灌溉
面积/hm2

恢复水毁
面积/hm2

水土流失封境
治理总面积/hm2

2017 1.68万 1.98万 2964.46 0.96万
2018 2.38万 2.75万 3345.57 1.24万
2019 3.19万 3.53万 4035.69 1.69万

表 1 南方某县 2017—2019年基于“五小水利”工程的土地改善情况

图 1 山区“五小水利”设施运用后的农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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