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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用英国政府赠款实施的“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是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参与式灌溉管
理以及我国实施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这一大环境下诞生的。
该项目由世界银行负责监督管理，水利部负责组织实施。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在项目区建立和完善农民用水户协会，总结经验，支持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理
体制改革，并使贫困地区的农民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受益。
该项目以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为主要内容，具体包括政策研究与宣传、能力建设、用水户协会示范与
推广、监测评价等内容。
项目实施期为2004年9月至2008年12月，分两期实施，每期两年。
项目区为湖南省（铁山灌区、韶山灌区、六都寨灌区）、湖北省（东风渠灌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期为喀什地区、巴州，二期为三屯河灌区）。
    项目自2004年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进一步总结项目成果和经验，我们于2007年下半年
在项目区组织了“农民用水户协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征文活动，发动各级项目办、各基层水管
单位、基层政府、用水户协会及广大农民总结经验，参加投稿。
项目区干部群众踊跃投稿，稿件内容涵盖了用水户协会组建运行、妇女参与、政策改革、协会财务管
理、能力建设、监测评价等内容。
文体形式多样，有科技论文、经验总结、故事叙述、传记、散文等，具体生动地描绘了用水户协会的
组建运行情况、产生的效益、农民的看法及对他们的影响等，特别是来自农民的作品，虽然文章朴实
无华，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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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篇　　中英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经验与体会　　一、中英农村水利改革项
目梗概　　利用英国政府赠款实施的“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是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参
与式灌溉管理、我国实施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及大力发展用水户协会这一大环境下诞生的。
项目实施期为2004年9月至2008年12月，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在项目区建立和完善农民用水户协会
，总结经验，支持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理体制改革，并使贫困地区的农民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受益
。
　　该项目包括4部分内容：　　（1）政策指南。
为保障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规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制定和贯彻有关政策，并大力宣传。
　　（2）能力建设。
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宣传，提高各级政府、水管单位和农民建设农民用水户协会的意识和能力。
　　（3）示范推广。
选择高质量的已建用水户协会，进行适当的改进作为示范用水户协会，向其他用水户协会展示最佳的
实践效果，提供经验和培训场所；并按示范用水户协会的经验和模式新建用水户协会，推进用水户协
会的发展。
　　（4）项目管理和监测评价。
一是开发和应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MIS），对项目的进度、合同、报账等进行管理；二是开发和应
用用水户协会信息管理系统（MES），收集基线数据，对用水户协会进行监测，并评估其效果和质量
。
　　项目分两期实施，每期两年。
项目区为湖南省（铁山灌区、韶山灌区、六都寨灌区）、湖北省（东风渠灌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期为喀什地区、巴州，二期为三屯河灌区）。
　　二、项目主要做法　　1.积极贯彻政策，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积极的、适宜的政策是用水户协
会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项目实施单位都非常重视政策的研究、制定、贯彻和宣传。
200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国办［2002］45号），将“改革小型农
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作为国家水管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并提出“小型农村水利工程要明晰所
有权，探索建立以各种形式农村用水合作组织为主的管理体制”，明确支持用水户协会等农村用水合
作组织来管理小型水利工程，为用水户协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加快了用水户协会的发展
步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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