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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水农水〔2016〕18 号 
 
 

水利厅关于印发广西田间渠道 

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水利局： 

为了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以民办

公助 村民自建等方式推行财政支农项目建设的意见》（桂政办

发〔2016〕28号），加快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组织发动机

制、资金投入机制、项目管理机制和运行管护机制的改革创新，

经研究，制定了《广西田间渠道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点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市水利局根据

《工作方案》要求，及时确定试点县和试点项目，抓好落实并及

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2016 年 4 月 25 日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水  利 厅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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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田间渠道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点工作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以民办

公助 村民自建等方式推行财政支农项目建设的意见》（桂政办

发〔2016〕28号），在田间渠道建设项目中开展民公助建设模式

试点，加快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组织发动机制、资金投入

机制、项目管理机制和运行管护机制的改革创新，构建“投、建、

管”三位一体的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机制。结合我区实际，特

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如下。 

一、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点县范围 

2016 年利用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金、中央

财政维修养护用于农田水利部分补助资金、自治区财政用于农田

水利建设补助资金、市或县级财政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金等

开展 1m3/s 以下田间渠道防渗衬砌建设的县（市、区）均可纳入

田间渠道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点县。 

二、民公办助建设模式试点项目 

根据自治区水利厅、财政厅、发改委《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

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意见的通知》（桂水基〔2015〕

26 号）要求，试点县可从 2016 年待实施的 1m3/s 以下田间渠道

防渗衬砌建设项目中选择概算总投资低于公开招标限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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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万元）的项目，组织村集体、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专

业生产合作组织为申报、实施、管护主体（以下统称为“实施主

体”），接受财政资金补助，采取民办公助方式进行田间渠道及渠

系建筑物的新建、维修、改造等。 

三、民公办助建设模式试点工作任务 

根据民办公助、村民自建推行财政支农项目建设有关要求，

结合各地实际，以建立严谨的政策体系、清晰的工作流程、简化

实用的操作方式为主要任务。具体如下： 

（一）制定合理的补助标准。结合当地实际，提出详细的不

同流量、不同断面、不同衬砌型式每公里渠系综合补助标准及渠

系建筑物补助标准。水泥、砂、砖、石等建筑材料在足额补助的

基础上可增加不超过5%的损耗，机械租赁应考虑周转使用，明

确不同距离的运输单价，人工费用按7.46元/工时计（随自治区调

整一并调整），每公里渠道材料单价结合当年实际每年调整一次。

工程勘测设计、实施过程项目管理费用原则上由实施主体筹资

50%以上，不足部分可由当地财政补助（已完成工程初步设计的

项目应向实施主体作技术交底）。 

（二）明确财政资金拨付办法。试点县应制订具体的资金（或

材料）拨付办法。拨付程序应做到合理、透明、公平，便于实施

主体算帐、便于兑付、便于监督。项目原则上采取“先建后补”

的资金补助方式。对部分投资较大的工程，依据资金管理办法，

待项目实施到一定阶段后，在实施主体自愿申请的前提下，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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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利部门对实物工程量进行确认，可以预拨部分资金。各县应

针对资金预拨出台相应的资金管理、工程量确认、审查审批制度。

根据竣工验收情况，按照原确定的补助标准和办法兑现补助资

金。资金原则上应拨付到实施主体，也可受实施主体委托将资金

拨付给施工单位、材料物资供货单位。 

（三）制订试点项目申报及遴选程序。以实施主体为申报单

位，明确试点申报材料清单及工作要求，制定清晰明确的试点

项目遴选程序，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遴选确定试点项目、

建设内容、补助资金。并通过书面批复，将实施主体的权责予

以明确。 

（四）制定简便安全的项目验收办法。县级水利部门要制定

一套完整清晰的项目验收资料清单，明确资料整理要求。要充分

考虑群众自建自用自管及技术控制相对容易的特点，过程控制重

点关注三个关口：一是水泥、砖等原材料的进入关，重点从源头

控制，要择优选择当地材料供应商；二是建设成品的出口关，重

点从断面尺寸测量、强度检测、长度核实、数量核实进行控制，

要求达到设计标准；三是建设真实性过程关，重点从建设前后对

比、有关签字记录等进行控制，确保真实不造假。项目实施前，

项目县水利局要将验收工作要求书面明确到试点项目批复中去。

实施主体按照批复完成项目建设后，应及时组织自验。自验结束

后，向县级有关部门申请竣工验收。县级有关部门组成验收组按

照试点批复文件，核实建设位置、建设质量、建设数量，逐处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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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并指导实施主体就验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四、民公办助建设模式试点工作安排 

（一）全面发动阶段（2016 年 5 月底前）。市级水利部门及

时转发工作方案至各县（市、区），提出本市工作要求，并完成

全市 2016 年可实施田间渠道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点项目调查摸

底。 

（二）确定试点县阶段（2016 年 6 月－7 月）。根据全市 2016

年可实施田间渠道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点项目调查摸底情况，每

个市择优确定不少于本市所辖县（市、区）总数 50%的项目县作

为试点县，并明确试点项目（试点项目数不限），并于 2016 年 7

月底以市为单位将《     市 2016 年开展田间渠道民公助建设模

式试点项目表》（如附件）报至自治区水利厅农村水利处。纳入

试点的项目县各级政府应具备开展田间渠道民办公助建设模式

试点工作的组织能力，项目区群众应有参与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

点工作的积极性。 

（三）试点工作规则制订阶段（2016 年 8 -9 月）。试点县按

照试点工作方案，制订田间渠道防渗衬砌建设民办公助补助标

准、资金拨付办法、项目申报程序和验收办法等。相关文件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报所属市水利局复核备案。 

（四）试点项目实施阶段（2016 年 10—11 月）。实施主体组

织开展试点项目实施，试点县水利部门进行过程监控和检查指

导，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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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点工作总结阶段（2016 年 12 月）。试点县完成田间

渠道民办公助建设模式试点工作总结，所属市出具工作评价意

见，一并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前以市为单位报送自治区水利厅

农村水利处。自治区水利厅将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广西田

间渠道民办公助模式试点工作总体报告。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水利部门要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

度，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密切配合，抓住政策机

遇，共同推行民办公助建设模式改革。 

（二）强化动态管理。各地要根据工作目标和进度安排，及

时跟踪进度，加强检查督导，完善相关措施，保障工作推进的质

量、进度和成效。 

（三）加大指导力度。要加大技术指导力度，加强横向工作

交流，抓好阶段性成果检查。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保障工作有序开展。 

（四）建立奖罚制度。各地要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立足大

局，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推广。各级水利

部门要认真执行相关政策规定，不得自设阻力和障碍。对试点工

作推进有力并取得成效的市或县（市、区），将下一年度农田水

利资金分配中予以倾斜，对试点工作重视不够、推进不力的，自

治区将纳入下一年度农田水利资金分配调减因素。 

（五）加大推广力度。各地要积极总结经验，深入挖掘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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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试点工作成果积极推广运用，加快推进我区财政支农项目建

设方式的改革。 

 

    附件：      市 2016 年开展田间渠道民公助建设模式试点

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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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 2016 年开展田间渠道 

民公助建设模式试点项目表 

 

试点县

(市、区） 
试点项目名称 所在村屯 

概算 

总投资 

（万元） 

资金渠道 实施主体 

××县      

      

      

      

××县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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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2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