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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田”养护主要由属地政府组织实

施，养护工作的规划、执行和监督

不够规范，导致养护效果不佳。五

是群众参与度较低，参与保护设施

的主动性不足。各级部门在爱护

“水路田”基础设施方面的宣传力

度不够，缺乏有效宣传措施，导致

群众在“水路田”基础设施养护方

面普遍存在“出了问题找政府”的

等靠要思想。

其次，养护队伍建设难以满足

高质量养护工作的需求。一是人

员配备不足，不符合定额要求。例

如，按照定额标准，县级农村公路

每 0.7 公里需要配备一名养护人

员，但实际上全省平均每3公里才

配备1名，且偏远地区该问题更突

出，超负荷养护现象普遍存在。二

是整体水平不高，存在年龄老化、

专业技能不足等问题。从年龄来

看，全省“水路田”养护队伍中，50

岁以上人员占比32.9%，40-50岁占

比44.4%，40岁以下占比22.7%；从

学历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占

比64.1%，高中或中专学历人员占

比27.6%，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人

员仅占比8.3%。三是人员待遇偏

低，养护积极性不足。例如，全省

农田水利养护工作基本由公益性

岗位人员承担，收入较低难以激发

其主动性。

最后，养护经费匮乏导致养护

工作开展困难。一是养护资金主

要来源为财政资金，保障渠道单

一。当前各市县财力紧张，养护资

金难以保障，导致养护资金投入严

重不足，影响了养护工作的质量。

例如，2023年全省农田水利养护经

费对照测算经费，实际保障率仅

48.5%；资金保障相对较好的农村

公路养护经费方面，对照测算经

费，实际保障率也仅为64.9%。二

是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养护资金

使用效率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

管和评估机制，存在部分养护经费

被“统筹”、甚至被浪费的情况，凡

此种种，都加剧了养护工作的困

境。由此，一方面，市县频频反馈

资金紧张，未能足额保障日常养护

经费及养护工程资金筹措；另一方

面，省补资金指标一直未能支出完

毕或难以支出，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既“缺钱花”又“不花钱”的结构性

矛盾。

探索在我省建立“水路田”综

合养护创新机制，实现养护工作

“集成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目标，

有效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水平，

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

首先，探索“集成化”试点，提

高管理水平。一是推动机制集成

引领。坚持“增效、创新、降本”的

理念，建立“水路田”农村基础设施

综合养护管理体系，构建“政府主

导、部门监督、乡镇负责、公司养

护、群众参与”格局，推动“管养分

离”，将养护工作由政府直接养护

建立长效养护运维机制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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