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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员赵可宝——

“综合管护，成本降了，效
果好了。我们既是改革参与
者，也是受益者”

“这些工具是专门用来清理水花生的，水花生

夏天生长旺盛，很容易造成沟渠堵塞。”工作间隙，

赵可宝向记者展示防水衣、刀子、锣钩等专用工

具，“夏天一大早，趁着暑气还没有上来，我们穿上

防水衣，先拿刀子切割水面下的水花生，再用锣钩

一钩一钩往岸上拖。”

“有时候还得用点技巧，凭点经验。”赵可宝

说着指了指沟渠流经的一处涵洞，“那个位置最

难清理，我们就打开水泵，利用水的冲击力将水

花生冲出来。”

2014 年 9 月，洪泽区开始探索农田水利设施

综合管护机制改革，赵可宝受聘成为村综合管护

员。身兼多职，他干起工作格外认真，“既负责路

面保洁，又负责水面打捞、泵站维护报修等。”

清理完河道垃圾，赵可宝开始巡护农田，检

查灌溉泵站，为即将到来的冬小麦灌溉做准备。

“泵站没问题，可农渠上有几处被农机撞裂了，要

赶紧报修。”赵可宝记下了损坏农渠的位置和长

度后说，“过去，对农渠管护不太仔细，破了就用

泥巴糊一糊，等不能用了再大修。现在管护得

勤，有问题及时修。”

滨河村所在的洪泽区境内河网密布，农田灌

排渠系发达，小微型水利设施多，要管好这些水

利设施并不容易。“岔河镇曾做过测算，要管护到

位，需要管护员 380 余名、年管护经费 600 余万

元，这单靠水利部门难以解决。”晁如久介绍。

河道清理及时了，农渠管护跟上了，管护经

费减少了。以岔河镇为例，过去全镇一年的环卫

保洁、公共绿化、水利设施等各项管护经费合计

约 700 万元，管护员超过 300 名。“目前全镇综合

管护人员 180 余人，管护经费下降至每年约 385
万元。”岔河镇党委书记郭孝洋介绍。

洪泽区水利局局长袁安全用“三减少三提

升”概括综合管护改革成效：管护人员由 2014 年

前的 4158 人减少到现在的 927 人、管护经费由每

年 3823 万元减少到 1676 万元、管护环节由 4 级

减少到 2 级，工程完好率由 88%提升到 98%、水资

源利用率由 65%提升至 74%、群众满意度由 80%
提升至 98.52%。

“综合管护，成本降了，效果好了。我们既是

改革参与者，也是受益者。”赵可宝负责管护的

1300 亩高标准农田里，种着自家的 20 亩水稻、小

麦。“过去灌溉跟不上，现在灌溉及时，稻田‘喝’

上了清洁水，稻米产量、品质都有提高。”

“我家水稻亩产从 2014 年前的 1300 多斤增

长到今年的 1500 多斤，每斤稻谷收购价从过去

的 1.1 元提高到今年的 1.6 元。”赵可宝感慨，“好

水产好米，好米卖好价。”

滨河村党委书记石玉喜——

“探索实施每周例会、管
护员互帮互助等制度，村党委
组织协调，大家定期碰头，合
力解决难题”

初冬时节，滨河村一片高标准农田内，3 台

大型收割机正收割着水稻，经脱粒机脱粒，吐出

一颗颗饱满结实的稻粒，粉碎了的秸秆从收割机

尾部轻轻扬起。不远处，11 月初收割的一片稻田

里，已经播下冬小麦，高的长到了 8 厘米，嫩嫩绿

绿一大片。

站在村部 2 楼一间会议室向外看，抢收抢种

的田间景象尽收眼底。滨河村党委书记石玉喜正

召集全村 7 名综合管护员开周例会，讨论田间秸

秆的处理问题。

“大部分秸秆收割处理后，由社会化服务公司

负责收运。但村里一些庄台前后、河道两边还有

零星秸秆，清理的难度不小。”赵可宝头一个发言。

原来，岔河镇水网密布，房前屋后的零星地

块都被种上庄稼。稻谷收割时节，村民们种在零

星地上的毛豆等也该收获了。豆荚采摘后，剩余

的秸秆被丢弃在原地。有的零星地紧挨河道，到

下一季种油菜时，上一季的秸秆就被直接推下

河，造成沟渠堵塞。

“这事儿，一个人分片管护工作量大，这一片

的秸秆刚清理完，那一片又流过来了。”“有的秸

秆是从上游河里顺水流下来的……”

听管护员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完后，石玉喜顺

势建议：“还得用好管护员互帮互助机制，大家集

中连片作业，合作清理。清理的时候多和村民聊

聊天，多讲秸秆回收的好处。管护管护，管的人

多了，护的工作量就轻了。”

开完例会，管护员们分了工立即行动。一人

开手扶拖拉机，两人拿扫帚将附近秸秆扫到一

堆，两人负责装到拖拉机上。一上午时间，清理

了好几处地方。将拖拉机开到村里的秸秆集中

收储点，两名管护员已在这里等候卸货。

“推行综合管护模式，我们探索实施每周例

会、管护员互帮互助等制度，村党委组织协调，大

家定期碰头，合力解决难题。”石玉喜说，“划片分

工，是强调各自管护责任，鼓励比学赶超。互帮

互助，是合力解决问题，避免各自为战。”

两个多月前，几名管护员来到村民赵学勤

家，打算帮他铲除种在河道护坡上的蔬菜，对方

不乐意了：“河道近在自家门口，为啥不让种菜？”

“河对岸的王同甫家怎么能种？他还当过村干

部，咋不带个头？”

这两年，滨河村开展生态河道建设，集中清

理了 3 万立方米的河道淤泥，两岸陆续栽上了女

贞、红叶石楠等 2 万棵绿化树木，还在河道边铺

上了草皮。“为防止农药、化肥流入河道，村里要

求河岸 2 米范围内不能乱垦乱种，但还是有一些

村民在河道护坡上种菜，只靠管护员上门劝说，

效果有限。”赵可宝说。

后来，石玉喜带着村干部先到王同甫家做工

作，并举一反三，要求在河道护坡种菜的村里党

员、干部，带头先铲自家菜。又上门到赵学勤家，

为他解心结：“我们岔河镇的大米有名，离不开优

质的灌溉水源，眼前损失了几平方米菜地，但和

优质大米卖个好价钱相比，哪个更划得来？”

村干部带头解难题，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好做

了。“我们按所划片区各负其责，很快完成了护坡清

理。”赵可宝说，“通过清淤整治、护坡管护等措施，村

里河道水质已从过去的劣五类提升到三类以上。”

岔河镇水利站考核员晁如久——

“严格退出机制，考核动
真碰硬，规范了管护员队伍管
理，增强了管护实效”

跟随赵可宝在村里巡护，正巧遇上岔河镇水

利站考核员晁如久带着两名同事来村检查。

“ 上 个 月 我 的 考 核 结 果 是 良 好 ，哪 里 扣 分

啦？”赵可宝开门见山。

“庄台垃圾没有及时清理，扣了 4 分。”晁如

久翻开考核记录本，找到当时的记录。

“ 我 每 天 检 查 一 遍 ，可 能 一 些 死 角 没 注 意

到。”赵可宝说。

“那几天风很大，也可能是别的片区刮过来

的。”晁如久笑着说道，“得空还得多转转、多盯

盯，一些重点场所多检查几遍。”

翻开综合管护员考核评分表，考核满分 100
分，细化到河道沟渠管护、河道漂浮物打捞、道路堆

积物清理等 5个大项、30个小项。晁如久介绍，村干

部每月会对本村管护员打分，镇水利站也会派考核

员到各村考核，“镇里派来的考核员都不是本镇居

民，每天下沉 2 到 3 个村，一周对每个村轮访一次，

通过常态化巡查，努力做到考核结果客观公正。”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 个

等次，和管护员工资绩效挂钩。优秀的全额发放

片 区 管 护 费 ，良 好 的 发 放 95% ，合 格 的 发 放

90%。“优秀等级不超过总数的 30%。滨河村上个

月的考核中，一名管护员获得优秀，赵可宝等几

个人被评为良好。”晁如久说。

每年年初，滨河村都会公开发布不同片区管

护员招聘信息，鼓励村民竞聘。“综合管护模式改

革之初，水利部门已对全村的农田水利工程逐一

排查、登记编号。管护费根据不同片区管护工作

繁重程度精细测算，我们村最难管的片区年定额

管护费超 3 万元。赵可宝负责的片区，沟渠、泵

站等数量适中，年定额管护费 1.63 万元。”石玉喜

告诉记者，“我们签订合同，严格按合同管理。根

据考核结果，按相应等次按月发放管护费。对连

续考核不合格的，启动退出机制。”

2021 年，岔河镇桃园村管护员李帆（化名）连

续 3 个月考核不合格，被村里辞退。李帆不服

气，找晁如久讨说法。晁如久翻开合同，上面清

晰地写明：如当月考核等级不合格，取消当月管

护经费，连续 3 个月考核等级不合格，本合同自

动解除。这让李帆无话可讲。

既考核管护员，也考核各个村。晁如久说：

“我们每个月组织全镇 26 个村的村两委负责人现

场述职，结合村管护员整体月度考核情况，现场评

比、现场打分。排名前三的予以奖励，后三名通报

批评，每月考核结果纳入镇对村年终目标考核。”

“严格退出机制，考核动真碰硬，规范了管护

员队伍管理，增强了管护实效。”晁如久说，近年来

岔河镇对管护员整体队伍考核优良率达到约 85%。

洪泽区河长办业务负责人徐承军——

“借助信息化、智慧化管
理系统，线上监管，线下调查，
织密兜牢管护网络”

走进淮安市洪泽区灌区管理所信息中心，

“智慧灌区”电子大屏上，15 块分屏实时滚动显示

着各个河道、沟渠等不同场景。“298 个摄像头，监

控全区 16 条骨干河道的主要河段以及水闸、泵

站等水利设施，方便我们及时发现解决问题。”洪

泽区灌区管理所信息化技术员李晓罡说。

“东双沟镇与岔河镇交界河段，发现一些水

上漂浮物。”前段时间，李晓罡通过监控发现这一

异常，当即将情况上报洪泽区河长办业务负责人

徐承军。徐承军向两镇河长办反馈，双方均回

复：“不是我们的责任。”

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监控角度存在观察

盲区，徐承军第一时间带队到现场调查。一起前

来的督查员闵祥峰现场操控无人机，沿着河道在

两镇交界处逆流而上飞行了 500 多米，传回画面

显示，上游东双沟镇的几名管护员正将水花生、

秸秆、杂草等推向下游。

闵祥峰按下快门，将证据交给徐承军。回到

办 公 室 ，徐 承 军 立 即 填 写 了“ 河 长 办 问 题 交 办

单”，将证据材料及整改要求发至东双沟镇河长

办，要求 7 个工作日内回复整改落实情况。

东双沟镇立即开展调查。原来，由于连日阴

雨，该河道在两镇交界处的道路不好走，为图省

事，管护员便直接将杂物推到了下游。“根据考核

规定，几名管护员当月考核被评为不合格等次，

我们第一时间整改，并向上级部门报告整改结

果。”东双沟镇河长办业务负责人、水利站站长戚

寿龙说。

“对管护员来说，难免有顾不到、走不到的角

落，个别人员也存在积极性不高、管护效果不好的

问题。我们借助信息化、智慧化管理系统，线上监

管，线下调查，织密兜牢管护网络。”徐承军说。

线上线下结合，还能及时发现泵站、闸门等

设备损坏情况。在灌区管理所信息中心，画面实

时切换，可以随时调取不同渠系灌溉流速、水量

等信息，“区里在各灌溉农渠上安装了超过 2000
个流量计，水速为零或者显示水流过于缓慢时，

说明农渠有损坏，我们会联系所在片区管护员实

地查看、验证报修。”徐承军介绍，线上线下合力

监管，洪泽区 42 条圩堤、6100 余条小沟级以上排

灌沟渠、约 1.01 万座小型水利设施管护能力得到

大幅提升。

洪泽区水利局局长袁安全——

“省、市、区、镇、村五级河
长形成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
农田水利特别是跨界河道的
管护效果明显提升”

“袁局长，这事儿有点难办！”

一次，洪泽区水利局局长袁安全带着班子成

员调研草泽河治理问题时，岔河镇沈渡村村干部

晁东旭向他反映问题。

原来，这条全长 27 公里、贯穿洪泽区东西向

的骨干排涝河道，上下游、左右岸的矛盾问题越

来越突出。草泽河下游的左岸是淮安市洪泽区

岔河镇，右岸是淮安市金湖县吕良镇，河道管护

工作涉及不同区县，管理难度较大。

那天，沈渡村管护人员发现河道中出现了污

水，认为是对岸偷排造成的，但吕良镇却不承认，

双方各执一词。

“因涉及不同区县，河对岸的问题我们管不

了，同时管护员主要负责保洁清理，对乱搭乱建、

乱排乱放等需要采取行政手段解决的问题，没有

执法权。”晁东旭对袁安全说。

2020 年初，借力河长制湖长制在全国深入推

行的契机，洪泽区探索将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与综

合管护工作融合，有效统筹河湖功能调理、资源管

理和生态环境治理，打造具有县区特色的治水机

制。该区整合区、镇级河长办与农村公共服务综

合管护办公室力量，抽调环保、卫生、规划、交通、

水利等部门技术骨干合署办公，实行人员、事务统

一调配管理。随后，这一做法在淮安市逐步推广。

“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实施，推动农田水利设施

管护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袁安全说，“总河长由各

级党政主要领导担任，高位协调推动，省、市、区、

镇、村五级河长形成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农田水

利特别是跨界河道的管护效果明显提升。”

草泽河上下游、左右岸的管护难题，也在市

级河长办协调下得以解决。

“2020年 7月，洪泽区、金湖县两个区县的河长

办副主任、水利局局长，在淮安市河长办负责人见

证下签订了全市首个跨界河道联防共治协议，将跨

界河道两岸管护由各自为政转为携手合作。”袁安

全说，根据协议内容，岸坡、堤内由两县区各自管

护，河面以 1 年为周期，由洪泽区、金湖县轮值管

护，同时两县区分单双月轮流牵头组织联合巡查。

草泽河下游流经 2个乡镇 8个村庄，洪泽区岔

河镇沈渡村与对岸金湖县吕良镇张坝村共用约 2
公里长的河道。“过去，我们只管河道的这一半，但

水是流动的，有时还会为了乱排乱放、垃圾浮萍等

发生争执。从今年 10 月到明年 10 月，草泽河由洪

泽区负责管护，这段时间整个河面垃圾清理都由

我们负责。”沈渡村综合管护员孙道怀说，“我每天

都驾船到河面上巡查，如果发现对岸有排污等现

象，马上拍照取证，联系上级河长办推动解决。”

为更好地加强联防共治，这两年洪泽区还在

草泽河重要河段沿岸安装了 13 个高清监控摄像

头，帮助管护人员及时发现问题。袁安全说：“下

一步，两区县还将探索实施上下游、左右岸生态

补偿机制，让管护工作更见实效。”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探索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机制改革，管护经费由改革前的

每年3823万元减少到1676万元，水资源利用率由65%提升至 74%——

综合管护见实效

汩汩清水润农田
本报记者 姚雪青

冬日暖阳下，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岔河
镇滨河村村民赵可宝，正忙着清理村里的一
条斗渠。

“这片范围内，4700 米农路、120 亩庄
台、1300亩高标准农田、7条河沟、4条农渠、
4个泵站、6个水闸、1座桥，都由我管护。”赵
可宝说。

“赵可宝的管护事项，涉及农村小型水
利工程、环卫保洁等多个方面，过去分别由
相关部门聘不同的人管理，管护效果并不理
想，‘各扫门前雪’现象时有发生。”滨河村党

委书记石玉喜感慨道，“现在由他一人管，人
员少了，费用降了，效果反倒好了。”

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护难，并非洪泽区
独有的问题。水利部、财政部 2013年 3月联
合印发的《关于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小型水利工程管理
仍存在管护主体缺失、管护责任难以有效落
实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工程安全运行和效益
充分发挥”“建立社会化、专业化的多种工程
管护模式”。

2013 年 10 月，洪泽区（时为洪泽县）入

选水利部公布的全国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
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名单；次年 11 月，被列入
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农田水利
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
点任务。

坚持系统观念，洪泽区整合农村小型水
利工程管护、农村环卫保洁、农村交通设施
管护、农村公共绿化设施管护、农村公共场
所管护事项，统筹资金安排、人员管理等，探
索出农村公共环境“五位一体”综合管护新
机制。“目前全镇综合管护人员 180 余人，每

年管护经费约 385 万元。”岔河镇水利站工
作人员晁如久说。

今年 3 月，水利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
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田水利设施
管护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鼓励地方人
民政府将小微型农田水利设施纳入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管护范围，实行‘多位一体’综合
管护。”

赵可宝是滨河村 7名综合管护员之一。
管护员如何履职？综合管护机制改革取得哪
些成效？前不久，记者走进洪泽区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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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赵可宝在清理河道中的水浮萍赵可宝在清理河道中的水浮萍。。

图图②②：：金秋时节金秋时节，，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岔河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岔河

镇俯瞰镇俯瞰。。

图图③③：：岔河镇管护员们在湖中打捞漂浮物岔河镇管护员们在湖中打捞漂浮物。。

图图①①至图至图③③为为殷 潮摄摄

图图④④：：洪泽区水利局工作人员洪泽区水利局工作人员运运用监控系用监控系

统巡查河道统巡查河道。。 陈 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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