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的伟岸，石的气势，水的
灵韵，林的秀色，构成了桐庐山
水极具内涵的景致与诗画般的
意境。这里醉倒了北宋名臣范
仲淹、元朝画家黄公望，成就了
传世名篇《潇洒桐庐郡·十咏》，
以及绝世画作《富春山居图》。
但“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貌特
征也成了当地农田水利建设的
难题。

桐庐四周群山耸峙，中部
为狭小河谷平原，山地与平原
间丘陵错落。这样的地貌注定
耕地零散点缀于丘陵间，或沿
山坡形成梯田，进而造成灌区
难以成片，灌渠造价高昂。“尤
其是梯田，不造灌渠难以保障
农作物生长；造灌渠，每层梯田
宽度狭窄，又有落差，造价要比
平原地区高出一倍多。”谈及此
问题，桐庐水利相关负责人颇
为无奈。

此外，桐庐土质偏砂质，地
层柔软易下沉，传统渠道渗水
率可达 60%以上，且渠道寿命
短。以 U 型渠建设为例，在钱
塘江下游平原地区，直接铺设

模具，连接处做好防漏的渠道，
可用 8~10 年；但在桐庐这样建
造的渠道寿命却只有2~3年，土
层的自然下陷会对渠道造成致
命损伤，所以在铺设模具前必
须先填埋石块加固基础，这也
增加了桐庐农田水利建设成
本。

“成本是高了许多，但我们
希望做出来的是高质量的工
程，能够真正发挥农田水利设
施功效，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这句话不仅是桐庐
水利人的心声，更践行于当地

“小农水”项目建设过程中。两
年多来，桐庐不仅规范了从立
项到建后管护各阶段工作，制
订了相应的管理办法，还成立
了水利水电工程监督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并在后期委托第三
方检测，严把工程质量关。

坚持与努力必将迎来喜人
的回报。2013 年，持续 50 天的
罕见高温干旱天气以及“6·27”
的特大暴雨给江浙地区的农业
生产造成了极大损失，但“小农
水”项目实施区却免受灾情困

扰，农作物长势良好，喜获丰
收。“旱能灌、涝能排”得以真正
实现，工程效果得到群众充分
肯定。

“小农水项目做得及时，质
量也好！虽然个别农户为了青
苗赔偿问题多次阻挠施工，但
施工队在村干部的支持下还是
顺利地完成了工程，镇政府和
水利部门为我们深澳片的老百
姓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啊！”江南镇的申屠村主任为桐
庐“小农水”项目建设打出了高
分。

目前，正值新一轮冬春水利
建设开启之时，该县2014年“小
农水”项目建设已全面展开，将
更新改造末级渠道 76.30 公里，
排水沟 23.88 公里，打通该县农
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预计到
2015年，桐庐项目灌区灌溉保证
率可达90%，灌溉水利用系数提
高至 0.75，节水 1272.55 万立方
米。项目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可提高 1.2 万吨，新增农业总产
值 2755 万元，增加农户人均收
入344.52元。

攻坚克难 细小之处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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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富春江两岸缓缓前行，绿

色的农田、斑斓的花海铺就了一

幅绝妙的秀丽画卷，真是潇洒桐

庐郡，奇美贯古今。这是桐庐发

展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的见

证。按照当地农业发展规划，桐

庐将重点实施效益农业、色彩农

业、生态农业、科技农业、安全农

业等五大农业建设，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发展体系，有效促进现代

农业经济发展。

在桐庐发展美丽经济的宏

大体系中，水，作为生命之源、生

产之要、生态之基，无疑居于十分

重要的基础支撑地位。2012年

7月，桐庐被确立为第四批中央

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自此

开始3年内，桐庐将投资1.04亿

元，实施“一高五小”工程、灌区骨

干渠系改造工程、大中型排灌闸

站更新改造工程、农田灌排河道

整治工程、小型水源工程建设改

造等五大项目工程，改造8.9万

亩灌区，更新改造 286.55 公里

末级渠道和97.07公里排水沟。

这是桐庐对遍及田间地头的最末

级水利设施的全面改造提升。

与此同时，在河道整治、清水

治污、防洪排涝、农村饮水以及水

利长效管理等更为广泛领域，桐庐

全面发力，负重前行，善做善成，为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提供

了扎实的水利支撑。美丽乡村，

因水而处处灵秀；美丽经济，因

水而生机勃勃。

走进小农水重点县走进小农水重点县
主持：张萍 zjrepor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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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平原地区，桐庐“小
农水”项目建设虽难，但更难的
是农田水利设施的长效管控。

“经过多年投入，水利工程建设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们需要
从建设水利迈向建管并重水利
新阶段，这不但在小农水方面，
在水利其他工程上同样如此。”
袁雪挺说。

为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主
人翁意识，桐庐在“小农水”项
目建设之初就展开了一系列相
应的体制机制改革探索。

——依据各类农田水利工
程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特点，
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引导的多元
化、多层次投入机制，由政府、
村民共同出资建设“小农水”；

——从当地实际出发，建
立政府主导、责任明确的管理
体制；

——大力推广农民用水协
会的组织形式，使受益农民群
众真正成为项目建设和管理的
主体，积极、全面地介入包括立
项、决策、规划、实施、管理、检
测、评估和利益分享等各个环
节；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要求、灵活有效的
工程运行机制。

体制机制创新带来的成效
十分明显，群众的积极性和责
任心得到有效激发。

深澳村外有一条两米宽的
溪流，一遇大雨，溪流就会溢出
河道淹没两边田地，村民深受
其苦。建设该村的“小农水”项
目时，桐庐县水利水电局应村
民要求加深了河道深度，村民
自己也出资修建了部分河道。

“河道的整治关乎我们的生活，
政府已经开始牵头做了，身为
主人的我们怎么好不积极！”正
在溪边农田中忙碌劳作的村民
说。

在桐庐分水镇，《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管理养护办法》已开
始施行。“该镇依据管理养护办
法，组织建立了相关具体的项
目管护制度和考核机制，管护
工作与乡镇年终考评挂钩，并

与管护人员签订管理责任书或
管理协议，从而明确了管护内
容、管护要求及管护报酬支付
方法，有效保证了该项目建后
管护工作的落实。”桐庐水利水
电局相关人员介绍说。

在另一个被誉为“德政工
程、民心工程”的农村饮用水工
程方面，近年来，桐庐县委、县
政府共投入 2.1 亿元，使全县
30 万农村人口饮上安全放心
水。为了加强饮水工程建设管
理，县政府出台了《桐庐县农民
安全饮用水供水管理办法》和

《桐庐县农民饮用水工程管理
绩效考评办法》，从供水设备维
护、水质消毒监测、实行有偿供
水等方面进行考核。按考核成
绩实行以奖代补，达不到规定
分数取消以奖代补奖金。目
前，该县已连续 6 年获评全省
农村饮用水长效管理达标县称
号。

农村饮水工程是一个动态
的工程。下一步，该县将继续
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
对水源地保护、蓄水池设施、环
境进行改善。对工程进行查漏
补缺，做好工程设施管理维护，
确保全县农村人口长期喝上安
全饮用水，保证百姓身体健康。

富春江、分水江，是贯穿桐
庐的母亲河。2013 年，该县出
台了《桐庐县委、县政府关于全
面开展“河长制”管理工作的实
施意见》，这在杭州市还是第一
家。全县各乡镇（街道）、库区
的 83 位行政领导兼任“河长”，
实行“一对一”管理，建立起了
县长为“总河长”，乡镇（街道）
行政负责人为本辖区“河长”，
各行政村负责人为“村级河段
长”的三级管理体系。“河长”对
所辖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水生态
环境治理和管理工作负总责，落
实河道管护保洁队伍和管护制
度，协调落实河道维修养护经
费，组织实施河道生态建设和
水环境治理，负责做好河道防
汛工作，检查河道工程维护、水
域岸线资源管理，依法组织检
查处置各类河道内违法行为。

革故鼎新 建管并重求长效

淡淡莲香绕过两棵高大繁
茂的银杏古树，悄悄飘进古村
的家家户户，循着叮咚的太子
溪消散在远方。几年前，环溪
村的人们很难想象自己会生活
在这样的场景中。而现在，这
里不仅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
游景点，更成了村民增收的亮
点。

“加强水利基础支撑作用于
我们桐庐而言十分重要，这与夯

实农业基础，促进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保障全县粮食安全，以
及建设现代农业和美丽新农村
都密切相关。早在小农水项目
建设之前，我们就开展了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的一系列工作，为发
展生态农业、推进农村旅游业奠
定了基础。”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党委委员袁雪挺有感而发。

环溪村因被天子源、青源
溪环绕而得名，建村至今已有
620 年历史。逐水而居，因水而
兴，秉持这一理念，环溪村民的
先祖们在建村之初就先建水系
后建村，至今还留有一些古老
的水利设施供人们使用。然
而，曾几何时，随着近现代工业
发展以及管理模式的落后，古
朴的环溪村变成了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蒸发，室内现代化，
室外脏乱差，大沟就是垃圾污
水家。

早自 2008 年起，结合新农
村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古村落
保护，桐庐县水利部门对环溪
村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先后投
资 800 万元对环溪村 6 公里河
道实施美化提升，河道清淤近 1
万方，拆除河道上违法建筑，将
过去河道边臭气熏天的“猪栏”
拆除，改造成休息茶吧，新建石
板堤防 1200 米，将人工绿化景
观与自然溪水景色融为一体。
同时，投入280万元在村里新建
生活污水池9个，农户全部实现
截污纳管。

如今，村子里600多户村民
每天产生的 200 多吨生活污水
都会源源不断地注入污水处理
站，经过处理合格后才予以排
放。村子中心的两棵古银杏旁
莲香环绕，祠堂口脏乱差的农
贸市场也变成了村民的“后花
园”。“现在我们村里的民宿每
个周末来的人很多，旺季时还
要 预 约 ，否 则 可 能 找 不 到 床
位。”环溪村民的脸上洋溢着满
满的幸福。

近年来，通过深入贯彻落

实省市有关扩大有效投资、“清
水治污”、“三改一拆”、“三江两
岸整治”、“三双”活动等一系列
重大决策，桐庐积极探索走出
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绿色崛
起、转型跨越之路，涌现了一批
像环溪村一样的美丽乡村金名
片。

今年，桐庐开始全面实施
“五水共治”三年行动计划，通
过实施源头治污截污、河道环
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景观亮
点打造、长效机制构建等一系
列措施，达到从根本上治污，实
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发
展。在水利领域，则更是重任
在肩，一批事关桐庐百姓民生
和长远发展的重点工程正在快
马加鞭，加紧推进——以两江
治理、中小河流及小流域治理、
山塘水库加固、区域排涝、农村
灌排河道整治等工作为重点，
全面推进防洪体系建设，切实
提高城乡防洪能力；以推进排
涝工程、积水点综合治理、河道
清淤疏浚、完善排水泵站设施
等为重点，着力消除易淹易涝
片区；通过3年左右实现新增供
水 7000 吨，管网更新改造 800
公里以上，完成 11.4 万人规模
的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
建成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厂及配
套设施工程。

水利惠民 水美村美生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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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桐庐人心中都有

一个儿时的梦，那时的水很清，鱼很多，夜晚看着星星，听

着潺潺流水和妈妈哼的摇篮曲，步入梦乡，这是桐庐人记

忆深处的乡愁。伴随从“小农水”项目建设到“五水共治”

各大项目的全面实施，这一记忆中的乡愁已在桐庐城乡得

以或保留或重现，并正在弥漫。

城南街道金钩形山塘

环溪村生态河道

分水镇龙潭蔬菜基地喷灌

分水镇保安溪小流域治理

肖岭水库

小农水重点县深澳片排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