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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现代农业农村发展对农村河道治理和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实践方面探讨农村河

道疏浚整治和管护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分析了农村河道所存在的突出

问题，从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两方面总结了所采取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

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的建议，可为进一步推进当地农村河道生态功能恢复以及为类似地区提供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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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new and high requirements for rural river regulation and protection in the develop-
ment proces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x-
plore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rural ri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aking Jiangning 
District of Nanjing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problems in rural river man-
agement. The main experiences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regulation projects and engi-
neering management.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improving the rural river manage-
ment and protection. These studie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recovery of local rural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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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河道一般具有引水排水、灌溉供水、调蓄、生态维持等多种功能，是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和农

民生活的重要载体[1]。近些年来关于农村河道淤积、堵塞、填埋、污染等问题的报道不少，农村河道生

态恢复和有效保护的任务艰巨，其中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2] [3] [4] [5]。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现代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给农村河道整治和管护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南京市江宁区位于长江下游南岸，随着江宁区都市圈近郊现代农业、都市型农业的

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打造美丽的农村水生态环境，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乡村。近年

来，江宁区高度重视农村河道支撑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针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村和乡村旅游发展。因此，本文以南京市

江宁区为例，在分析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管护工作的突出问题基础上，对所采取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经验

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完善措施，可为进一步推进当地农村河道保护以及类似地区提供参考依据。 

2. 问题分析 

近年来江宁区积极推行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河道整治与生态治理相结合，综合利用水土保持技术，

将村庄河道疏浚与河堤、圩堤加高加固相结合，与村庄河道清障相结合，与积肥造田相结合，与农田林

网化相结合，与护岸工程相结合，与改善村容村貌相结合，与改善沟塘水质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十三五”期间，江宁区共整治 22 条县(区)级河道、25 条乡(街道)级河道，共疏浚河道总长 82.21 km，

疏浚总土方量 140.91 万 m3，疏浚总投入 8611.21 万元。新增达标堤防长度 147.7 km，新增绿化面积 389.39
万 m2，改善除涝面积 71,200 亩，改善灌溉面积 6900 亩，复垦土地 101,630 亩。虽然江宁区农村河道整

治取得了一定的长效，但在疏浚整治和管护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 管护工作力度有待加强 
江宁区高度重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程项目的实施，也加强了农村河道的管护工作，但总体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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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轻管护”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村河道管护力度不够强，管护的覆盖面不够全。目前，江宁区的骨

干农村河道基本实现了管护全覆盖，但是仍有部分农村河道、村庄河塘未纳入管护范围，或者是管护的

频率相对较低，总体管护效果不够理想。 
2) 管护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农村河道的管护队伍素质差次不齐，人员结构不够合理。管护人员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

接受专业培训提升水平成效不高。此外，由于管护人员经费不足，也限制了条件好的管护人员的选聘。 
3) 污染治理有待加强 
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及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环境污染呈加剧趋势，不少农

村河道的污染非常严重，甚至部分农村河道成为了当地的臭水沟或者垃圾场。而且，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运行不够规范；农业生产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的，造成了一定的面源污染；部分农

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够，乱倒垃圾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大部分污染物进入农村河道，造成农村河道

水质下降、生态恶化等问题。 
4) 投入经费有待加大 
江宁区农村河道面广量大，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的范围大、任务重，虽然省、市、区各级均针对农

村河道疏浚整治给予了一定经费补助，但与实际需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资金缺口，地方经济负担相

对较重。此外，目前的经费补助主要针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程，在管护方面的经费投入不足，难以保

障农村河道疏浚整治效果。 

3. 经验总结 

3.1. 农村河道疏浚整治经验做法 

为保证全区农村河道疏浚和管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江宁区加强了组织领导、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等，

制定了年度计划任务并分步实施，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 
1) 政府推动整治工作 
由于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关系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农村水环境的改善，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作。区政府以政府文件下达疏浚整治任务，同时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作列入区政

府对街道、园区的“五位一体”考核中的生态文明指标考核，在改善农村灌排条件的基础上，着力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按“生产先进、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着力提

升农村生态品质，打造宜居生态环境。区政府领导持续关注农村河道疏浚工作进展，多次听取实施展情

况和目前淤积等情况的汇报。区水务局也多次下发相关通知，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进行再推进再落实。

各街道积极强化领导作用，协调处理施工过程中矛盾，集中力量组织队伍和机械进场施工，结合村庄环

境进行河道疏浚整治等工程，加快推进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各项工作。 
2) 打造整治亮点 
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在完成面上清淤任务、改善农村灌排条件和蓄水能力等功能作用的基础上，积极

服务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和水美乡村建设，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黑臭河道整治、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等有机结合。在工程的实施中，

强调自然村的集中连片治理，重点村、重点片疏浚整治积极与农村生态治理、环境整治、道路建设以及

街道相关重点工程建设相结合，疏浚整治工程质量得以提升。不仅做到了清出淤泥，还进行了岸坡整治，

实施了周边环境的绿化美化。不仅做到水系相互沟通，水质得到改善，同时做到便民设施、管理设施和

管理责任三同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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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地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农业休闲旅游相结合，结合农业生态休闲村建设，对村庄水系进

行改造，整治河塘，依托自然山水，结合田园风光，发掘历史文化，着力打造了一系列“水美乡村”，

打造出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的亮点和精品，提升了农村河道整治整体形象。 
3) 积极实行监理控制 
作为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区水务部门充分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责，按照“三清

一建”的标准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和检查督促，并督促河塘周边环境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的落实。聘请相

关监理公司对清淤工程进行专业工程监理，对河塘疏浚整治标准质量等各方面进行监理。监理人员不仅

深入施工现场，核实清淤河塘与否等情况，还测量每个河道、河塘疏浚的长度、宽度和清淤深度，测算

清淤工程量，抓好河塘疏浚整治标准质量，规范工程建设，在完成整治土方任务的基础上，还对周边环

境整治提出建议和要求，定期统计清淤进度，通报行动情况。同时，区水务局加大检查督察的力度，分

片对河塘疏浚整治标准质量、工程进展情况以及现场监理情况进行督查指导，有力推进了疏浚工作的开

展。 

3.2. 农村河道长效管护经验做法 

1) 完善政策法规 
江宁区出台了《江宁区农村河道长效管理办法》、《江宁区农村河道管理考核办法》，各街道也发

文出台了《街道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实施细则(试行)》和《街道堤防长效管护考核办法》等管理制度，进一

步健全规范江宁区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工作，促进了农村河道长效管护水平的提高和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 
2) 确立管护模式 
江宁区在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省级试点及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等改革工作的同时，探索形成了一套适合江宁区的农村河道管护模式。其中，“管养分离”模式是以

相对独立的片区或街道内的农村河道为一个承包单元，由当地政府或社区集体采取对外发包的招标方式，

择优选择专业养护公司或承包人进行管护。“管养分离”模式主要适合于公益性骨干农村河道水系工程

以及受益跨社区由街道管理的乡级河道等。社区“五位一体”集中管理模式是由社区直接组建管理工作

小组，将农村河道的管护与村道路养护、环境卫生管理、绿化养护以及公共设施管理等一道全部纳入管

理内容，形成社区“五位一体”集中管理模式。这种模式适合所有社区采用。目前，养护人员的选聘也

逐步采取竞争承包方式落实，并加强日常监管和考核、规范管护经费管理。 
3) 落实管护责任。 
结合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和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

谁管理”的原则，落实农村河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此基础上，区水务局与各街道水务站签订了责

任书，明确了管护中的主体责任、管护范围、经费保障以及日常运行管护要求，检查考核等有关事宜。

各街道水务站分别与社区、养护公司或养护人员也签订了责任书，明确了养护的责任与标准及考核要

求等。 
4) 强化监督考核 
通过制定相关管理考核办法，区水务局每年 6 月、12 月分别进行了半年度农水工程管护考核，每次

检查发现的问题和不足都有检查记录，努力做实检查考核工作，并把考核结果同经费补助直接挂钩。此

外，街道水务站每季度组织检查一次，社区基本每月进行一次自查。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工作在各街道、

社区及全区百姓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下，按照农村河道的管护标准和要求，管护范围不断扩大，管护水

平持续提升，群众参与农村河道管护工作的热情不断提高，为全区的“美丽乡村”和“水美乡村”建设

和农业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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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建议 

1)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横幅、宣传栏、报纸、网络媒体等方式宣传农村河道管理办法和保护河道的意义，增强公民自

觉爱河护河意识，使大家认识到保护农村河道不只是“公家”的事，也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同时，发

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将爱护农村河道写进村规民约，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此外，还可以结合“世界水

日”和“中国水周”集中、突击宣传河道保护和河湖健康的重要性。通过召开群众和党员代表座谈会、

设立意见箱等，听取群众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长效管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 加大工作创新力度 
建议对重点片区、骨干农村河道，以增强水利养护公司实力为基础，推进“管养分离”模式。积极

探索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专业保洁公司和公开竞聘专门保洁人员，走专业化管养的路子，切实提高管护成

效。同时，强化典型引领作用，推进农村河道管理上新台阶。 
3) 引入社会资本 
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长效管护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公益性强，投入较大。区级应多方筹措资金，确

保该项工作顺利实施。农村河道疏浚整治资金投入全部依赖财政不现实，全部依靠农户又不可能，迫使

需要创新工作思路，拓宽农村河道疏浚与管护投资渠道，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逐步引入社

会资本，走“以河养河”的市场化运作之路，充分挖掘和利用农村河道区域内的自身资源，实现河道疏

浚整治与长效管理的目标。 

5.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现代农业农村发展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实践方

面探讨农村河道保护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分析了农村河道所存在的突

出问题，从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两方面总结了所采取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完

善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的建议，可为进一步促进当地农村河道生态功能恢复，以及为类似

地区开展相应的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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