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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安化县小型水库建设与运行管理现状及对策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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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近年来安化县小型水库建设、运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完善运行管理改革体制，明确管理责权；强

化政策引导，构建完善的经费保证机制等解决办法，以此提升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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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small reservoirs in Anhua in 

recent year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such as improv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reform system, clarifying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ance and building a perfect fund guarantee mechanism, so as to improve operation 

management level of small reservoir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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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小型水库作为重要的水利基础设施，其作用举足轻重，不仅满足了农业灌溉、人畜

饮水等方面的需要，还起到了防洪保安、改善自然环境的作用。近些年来，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力度逐渐加大，为

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但是责权划分、管护资金、运行维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建好管好用好小

型水库，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1 安化县小型水库建设及运行管理现状 

安化县位于资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东与桃江、宁乡接壤，南与涟源，新化毗邻，西与溆浦、沅陵交界，

北与常德、桃源相连。总面积 4950 平方公里，是湖南省第三个面积最大的县。目前，安化县已经建成 164 座小型水库，

其中小一型水库 25 座、小二型水库 139 座；包括浆砌石拱坝 1 座、均质土坝 65 座、黏土心墙坝 40 座、黏土斜墙坝 59

座；总库容万方 6777.3万方、兴利库容 5389.8万方，可灌溉面积 4.4万亩，供饮水 8.5万人，保护下游 11.2万人安全。

从 2007 年至 2019 年，安化县 164 座小型水库全部纳入到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中，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除险

加固任务的有 154座，2020年 164座水库全成完成除险加固任务，投入资金总量约为 1.9亿元，除险加固率可以达到 100％，

水库安全隐患可得到基本排除。安化县所有小型水库都归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所以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及管理经费均呈

现出不足的情况，在汛期来临时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派专人到水库进行巡视，日常巡视由水库附近人员看管，看管水库人

员每年工资约 2000元/人，其中 1200元从财政防汛防旱经费中列支，另 800元由各乡政府人民政府自行解决。
［1］

 

2 建设、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除险加固不彻底，部分险情依然存在 

安化县 164 座小型水库虽然都进行了除险加固，但是由于资金投入少，自筹资金不到位，大部分的水库还存在除

险加固不彻底的情况。遗留问题主要包括：第一、防汛公路不达标；中央除险加固资金只能用于主体工程，安化县小

型水库有近 50%的防汛公路没有硬化，有几座水库还是简易公路，这种情况对水库的运行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二、

不太严重的病险情暂未处理，对水库的运行管理埋下了安全隐患。特别是省投资金只有 40 万元一座的小二型水库，虽

然县级财政对每座配套 30 万元进行除险加固，但由于水库年久失修，加上建设时各种原因造成病险情较多，造成除险

加固只能对影响防洪保安的险情先处理。第三、灌溉渠道年久失修，不属于除险加固范围，造成小型水库运行效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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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行管理无专门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 

按照管理权限，安化县小型水库属水库所在地乡镇管理。小型水库公益性较强，属于地方公用基础设施，为大众

提供有效的服务，但是并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汛期各乡镇派出干部对小型水库进行巡视报

险，汛期过后派水库附近村民代为看管，水管的运行管理没有配备专业技术人员，无专业技术设备，对小型水库运行

管理很不规范，导致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工作比较混乱
[2]
。 

2.3 运行管理费用投入不足 

充足的资金保证是小型水库长期高效安全运行的先决条件。在小型水库建设及运行管理过程中费用投入不足情况

比较常见，直接影响了运行管理效率。主要的费用包括人工费用、运行管理费用及后期维修养护费用等。可是，在实

际的工作中，安化县除中型水库每年省级财政会有少量的维修养护经费投入外，小一型和小二开型水库基本没有财政

资金用于运行管理，资金缺口相对很大，导致小型水库运行管理、维修养护等存在很大的困难。再加之小型水库具有

较强的公益性，未对其进行经营性开发，无法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安化县小型水库运行管理资金主

要来自于县乡镇级财政，但安化县做为全国贫困县之一，财政拨款非常有限，无法真正满足小型水库运行管理的需要。 

2.4 运行管理 配套设施建设量不足 

安化县小型水库运行管理配套设施不足的情况非常严重。一是水库运行管理有简单管理用房的不到 60%，并且管理

用房简陋，仅可遮风避雨；二是监测设施近乎没有，水库的运行管理除少量有水位尺外，其他病险情基本靠人工观察，

运行管理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根本无从谈起。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重视与关注，地方政府在进行小型水库管理时

多将关注点放在工程前期建设方面，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后期维护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安化县小型水库运行管理

配套设施不足的情况就变得比较突出，尤其是硬件设施建设处于滞后状态。目前绝大部分小型水库在建设过程中并没

有对水文气情况进行及时的监测，这样就无法为运行管理提供有效的水文气象资料，最主要的是无法实现对大坝安全

预警，再加之防汛设备、应急设施等建设不到位，也严重影响到运行管理工作
[3]
。 

3 小型水库建设及运行管理问题原因分析 

3.1 管理制度不健全 

第一，管理制度针对性较差。随着我国水库建设数量逐渐增多，管理制度、管理体系也逐渐被完善，但是多数却

更适合应用到大中型水库运行管理过程中，在进行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时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只有一部分行业规范与制

度可以应用到小型水库运行管理中。小型水库的数量相对较多且分布范围较广，若将现有的适用大中型水库运行管理

的制度应用到其中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给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工作带来阻碍，直接影响了小型水库的运行质量及经济

收益。第二，未对管理权限进行合理的划分。小型水库均属于基础型公共建设，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所以并没有设置

专业管理部门，管理队伍专业性较差。第三，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存在的遗留问题造成灌溉效益不足，甚至有些水库无

灌溉效益，导致小型水库只管防汛放水保安全，不管蓄水调水保灌溉的局面。运行管理积极性差，甚至无视小型水库

的运行管理。第四，管理经费未及时落实，“两费”（水利工程公益性管理人员基本支出费用和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

费）资金渠道不明确。第四，管护设施基本没有，造成管理难度特别大。 

3.2 自身创收能力所带来的影响 

由于小型水库公益性比较明显，多数水库建设地点的群众是免费使用水源的，未制定相应的水费收取措施，水费

征收工作比较困难。虽然部分小型水库进行了一些小的的改革，如承包养殖等，但是也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
［4］

 

4 对策建议 

4.1 构建起完善的运行管理改革体制，明确管理责权 

现阶段，小型水库责权不明确的现象比较常见，县级水利行政管理部门应充分的做好基础调研及摸底工作，借鉴

相关县级地区的改革方式并与农村综合改革、集体产权改革、水价改革等任务进行有效的结合，进行统筹分析后实现

对小型水库工程运行管理责权的改革。此外，还应充分考虑小型水库工程建设情况、受益人群的利益及地区经济发展

需要等，对各部门管理权力进行明确划分，将责任落实到人，以此来形成管理主体，实现对水利运行管理的目标。 

4.2 强化政策引导，构建完善的经费保证机制 

为保障小型水库运行管护经费，一方面地方财政应加大资金注入量并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将政府财政资金作

为主体，重点把控小型水库公共财政经费落实情况。二是利用利好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小型水库运行管理中。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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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经营方式，拓展运行管理经费渠道，如转让经营权、社会捐助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以此来弥补运行管理

经费不足的情况。三是根据小型水库工程管护定额制定出管护经费定额，并对管护费用的使用范围进行规划，细化各

使用环节，对每项工程管理经费来源及投入比进行落实。 

4.3 强化监管工作，保证小型水库运行安全 

小型水库在运行过程中安全隐患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应与水库除险加固方式进行结合，丰富安全管理形式，如飞检、

监督检查、稽查及巡查等，在重点环节落实监管工作，实现四个保障：保障具有良好的预测及预报能力；保障运行管理

调度方案具有良好的针对性、实用性及可操作性，同时对运行调度方案进行演练；保障抢险应急预案的有效性，确保水

库运行安全，减少灾害所带来的损失；保障水库管理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水库安全度过汛期，实现各项管理有专人。 

4.4 形成管理专业化、规模化，提升运行管理水平 

安化县小型水库数量多、规模大，给运行管理工作带来困难，因此应优化管理思路，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的管理

模式，更好的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可以将管理交给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实现集中管理；采用以大代小的方式，让中型

水库运行管理部门对小型水库进行专业化的管理；以县为单位构建起专业的运行管理团队，对本区域内小型水库进行

管理，实现规模化、集中化管理。始终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构建小型水库安全监控平台，实现资源及信息共享，充

分的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4.5 构建专业的管理团队，提升运行管理能力 

目前，安化县小型水库在进行管理时人才不足、管理能力较弱的现象比较常见，因此我县应进行统筹管理，满足

小型水库运行管理的需要，创新管理制度，构建起专业的管理团队。制定管理人员培训计划，采用分层次、分批的培

训方式；制定相应的利好政策以鼓励水利专业人才扎根基层水利工作，增强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团队的力量；采用订单

式培训方式，使培训更具针对性，进一步提升运行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并增强整体团队的应急防御能力。 

4.6 充分利用信息化提升运行管理水平 

信息化是保证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采用信息化对小型水库进行运行管理可以实现对原有监管方式

的优化，实现智慧运行管理模式，因此应进一步强化信息技术与运行管理间的融合，提升小型水库运行管理、预警防

御及安全监管能力，实现小型水库现代化运行管理。目前，应对先期启动的信息化系统平台进行完善，为整个小型水

库运行管理信息化顺利开展奠定基础。首先实现信息实时查询。对原有的水库信息数据管理库进行完善，并推广应用

数据库基础信息管理收集 APP，实现信息数据实时查询。其次实现对小型水库的实时监测，将全国小型水库安全监管平

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加快建设速度，实现水库安全监测信息动态化管理，水库大坝安全实时预警。最后强化安全监

测预警工作，逐渐构建起水情监测、坝体安全监测预警系统；构建重点水闸、地方安全检测系统，逐渐构建起信息自

动采集、远程监测、自动预警等监测体系。 

5 结语 

小型水库在灌溉、防汛、饮水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大型水库相比，小型水库在运行管理方面还存在

一些问题，如工程加固问题、责权不明问题、资金投入问题等，这些都给小型水库的发展带来阻碍。因此，针对这些

问题应对管理权力进行划分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同时增加资金投入量，以此来提升小型水库运行管理能力与管理

水平，为农业发展提供动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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