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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昌县突出建管并举，整合

人员资金，先行先试，探索推行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市场化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农村

各 项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持 续 稳 定 发 挥 效 益 。

该县通过公开招投标，与江西水务集团合

作，实行新农村基础设施、农田灌溉设施、

农村集中式饮水工程、乡村道路及农村公

墓“五位一体”建后管护模式，逐渐形成以

城乡供水一体化为依托的农村基础设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市 场 化 长 效 管 护 平 台 。

目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五位一体”

模式已实现全县 11 个乡镇 129 个行政村全

覆盖，惠及农村居民近 20 万人。

坚持市场化运作、构建管护体系、落

实管护资金，解决了“有人管”“有钱管”

“谁来管”的问题。该县对村域范围内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管护按照属地管

理和市场化管理相结合原则，明确第三方

公司是服务主体，乡镇是考核主体，县直

有关部门是专业主体。第三方公司安排

管护人员、场所、经费，全力做好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工作；相关单位、乡镇、村相

应 成 立 管 护 工 作 站 等 机 构 ，明 确 专 人 负

责，全力抓好日常管护监督工作。结合调

价机制，最终确定第三方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市场化长效管护服务费为十年共计 1.5

亿元。出台长效管护资金管理办法，明确

管护项目的实施和报账流程，做到专款专

用；同时，纳入村级“三资”监管范围，由县

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共同负责监管。

明确管护内容、严格督查考核，解决

了“管什么”“管得好”的问题。该县先后

将全县乡村道路、农田、新农村基础设施

等 管 理 责 任 移 交 第 三 方 服 务 公 司 ，按 照

“环境卫生干净、河塘水体洁净、道路安全

畅通、公共设施完好、绿化养护到位”的管

护标准，对管护责任范围内的垃圾、公厕

等环卫设施，道路桥梁、高标准农田、安全

饮水等基础设施，以及休闲广场、健身设

施、绿化亮化等公共服务场所进行经常性

的检查维护，对损毁设施设备进行及时修

复，确保卫生整洁、设备运行正常、沟渠供

排水通畅。制定详细有效的考核办法，实

行“一月一巡查、一季一考核”，实行每月

不定期巡查和每季定期绩效考核机制，对

考核不合格的维养人员予以绩效扣分甚

至责令辞退，确保人员责任有落实、考核

有 实 效 、管 护 有 保 障 ，探 索 出 了 一 套“ 政

府、企业、群众”三方共赢的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管护新路径。 （曾恒贵 谢 欣）

广昌县探索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新路径

铅山县：强化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
今年以来，铅山县河长制工作在全县各级河长及成员单

位的共同努力下，构建了组织健全、目标明确、责任落实、监管

有力的工作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

据悉，该县根据县、乡、村换届人事调整，落实了县级河长

13 名，乡级河长 79 名，村级河长 125 名，及时更新了全县三级

河长名单并公示，重新制作更新河长公示牌 126 块。各级河

长认真按照河长履职规范履行职责，从 7 月份起，通过手机

APP 开展巡河，截至目前，县乡村累计通过手机 APP 巡河 4037
次；同时，聘请一批企业河长、民间河长积极参与河道管理与监

督工作。县河长办与县检察院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召开专题会

议 2 次，下发联合工作方案；强化“河小青”生态志愿服务体系

建设，实施河长进校园活动，在学生中宣讲河长制知识。

该县大力开展《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的宣传贯

彻行动，县级河长带头宣讲《条例》，并把河长制纳入党校青干

班培训课程，全县完成河长巡河 4037 次，发现问题 26 个，完成

整改 26 个，巡河率完成 135%，问题整改率完成 100%。县委、县

政府将河长制工作纳入全县高质量发展考核，对 18 个乡（镇、

中心），27个成员单位履职情况进行年度考核。 （危炳忠）

浔阳区推行依法治水新机制
今年以来，九江市浔阳区推行“河湖长+检察长”依法治

水新机制，进一步密切检察机关与河长制工作机构的协作配

合，构建河湖生态共建共治社会治理新格局。目前，该区已办

理非法捕捞、非法采砂、清理固废等水污染案件 18 起，收缴生

态环境修复资金 17 万元。

为加强检察机关与河长办公室工作的协作配合，浔阳区

河长办与区检察院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协同

督导、联合督办等工作机制，构建总河（湖）长领导下的检察机

关与河湖长制责任部门工作体系，适时开展联合巡河督导工

作，实行问题线索双向移送，不断加大对破坏水环境、水生态

等涉水环境资源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集中解决了一批难度

较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河湖突出问题，全力打造长江“最美

岸线”。 （邱子涵）

袁州区：出实招办实事化解隐患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春市袁州区柏木乡聚焦解

决危及群众安全问题、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等方面，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

难愁盼，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细排查，再梳理，列出一张问题清单表。为切实推进实践活

动，该乡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主要排查

社会公共领域和社会安全领域两个方面，由各班子成员带领干

部深入矿山、企业、村开展走访调研，截至目前共摸排到18个问

题，列出了一张问题清单。

解民忧，出实招，化解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该乡依据问

题清单认真谋划，通过明确整改措施、时限、责任人等抓好落

实。综治办按照“三到位一处理”原则，化解了 6 件重点信访问

题，顺利破解了其中2件“钉子案”。城管大队在摸排到柏木中学

门口没有安装路灯，师生出行存在安全隐患时，立即组织在中学

门口及沿线安装了路灯。目前，摸排的18个问题都已解决。

多平台，强阵地，构建一个形式多样宣传格局。该乡认真

梳理总结，加强信息宣传报道工作，提升群众安全意识。一是

开展交通安全、禁毒、电信诈骗等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现场咨

询、隐患曝光、案例警示等形式，增强全民安全意识；二是通过

扎实推进风险隐患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向各

行各业普及各类风险事故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同时发放宣

传海报、画册，目前共开展宣传活动 40 余场，发放宣传海报、

画册共 1 万余份。 （易彩红）

11 月 26 日，2021 年（第八批）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摩洛哥公布，江西

省潦河灌区成功入选，为我省再添一处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潦河灌区是如何叩开“世遗”大门

的？近日，记者走进潦河灌区，探寻这

个古老灌区的千年传奇。

三座古陂

冬日里，清清的潦河水，静静地流

淌，似飘舞的玉带，在沃野田畴中蜿蜒。

蒲陂、乌石潭陂、香陂，古人沿潦河

自下而上梯次置陂，三座水陂相距仅 8
公里，见证了潦河流域千百年的变迁。

潦河发源于九岭山脉，属修河一级

支流，分为南、北潦河，北潦河又分南、

北两支。潦河灌区引水河流为潦河。

据考证，潦河灌区起源可以追溯到

唐朝。《奉新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记 载 ，唐 太 和 年 间（公 元 827 年 —835
年），古人在北潦河南支修建蒲陂（现称

北潦闸坝）。

随着农业灌溉需求增大，明成化十

二年、清乾隆十六年，古人又在蒲陂上

游 依 次 兴 建 了 乌 石 潭 陂（现 称 洋 河 闸

坝）、香陂（现称解放闸坝）。

这 三 座 古 陂 ，自 唐 、明 、清 延 续 至

今，将涓涓潦河水引入奉新、靖安和安

义县境内，灌溉着 33.6 万亩农田，养育

着一方百姓。

顺应自然，人水和谐，潦河上的三

座古陂有垄口、阀道等设施，以利泄洪

减少坝体受力，便利水运交通和鱼类洄

游，维护了河流水生物的生态。

近 1200 年的蒲陂、500 多年的乌石

潭陂、200 多年的香陂，潦河灌区历经千

百年的洗礼，造福着一方百姓，是一份

非常珍贵的灌溉工程遗产。

省水利厅、国家灌排委专家来到潦

河灌区，现场察看潦河古陂遗迹，认为

这是江南丘陵地区典型的古代引水灌

溉系统工程。

治水智慧

古人深知水旱利害攸关，自古就有

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依水建坝筑堰的

优良传统。这三座古陂，见证了潦河流

域古人的治水智慧、人水和谐。

“唐太和中，乡人当其折处，凿渠导

水 ，为 蒲 陂 堰 ，受 河 流 以 溉 田 ，凡 千 余

亩。”这是关于蒲陂的最早文献记载。

“筑土堤计长三十里，防其泛滥，为

闸十六，以时蓄泄。盖自唐至今，为有

利乡千余年矣”。当地乡绅对蒲陂进行

修葺，使用松樟固基，块石填筑，“三合

土”涂刷坝面。

“自成化十二年，从善乡（今奉新县

干洲镇）余鼎汉请于官，率本乡民户，凿

石山嘴，通河流，行三四里许，至从善灌

田万余亩，一乡赖之。”

清 乾 隆 十 六 年 ，当 地 民 众 修 建 香

陂，同治三年，在沿山旁凿石开圳 200 余

丈，始得通流，灌田 7000 亩。

江西省潦河工程管理局办公室副

主任潘澎告诉记者，这三座古陂凝结了

古人智慧，由下而上依次筑坝引水，自

流灌溉，体现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合理

性，选址注重因地制宜。

三座古坝工程选址均在河流弯道

处，可增大陂堰蓄水面积，减少水流对

陂坝的冲击力。乌石潭陂利用河中巨

石筑坝，陂坝泥沙淤积少，不用“淘滩”，

对坝基的危害较小。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潦河三座古陂与现代的拦腰横切筑

坝不同，均属于非正交堰坝类型，即在

潦河河道中斜弯曲线筑陂，有着丰富的

科学内涵。

九岭山脉多山洪，来势凶猛，没有

钢 筋 水 泥 的 潦 河 陂 堰 ，极 易 被 洪 水 摧

毁。研究人员发现，同样的洪水来袭，

非正交堰的堰上水头更低，从而堰坝受

到的水流剪力更小，有效地提升了堰坝

的生命周期。

古人修筑蒲陂、乌石潭陂、香陂，均

采取非正交堰坝技术，有意延长了堰坝

的长度。潘澎说：“虽然表面看起来耗费

了更多的筑陂材料，实际上减少了人造

工程对大自然的干预，体现了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

“由靖至乌石潭，潭之中兀然巨石，

砥柱中流，乡民因之为陂，乘地势而重

以人工，由大河激水已入圳，圳外逼近

河干，护以长堤，植木成林，郁然深秀。”

依河中巨石修陂，在河道与圳渠间

护以长堤，植木成林，足见古人的治水

智 慧 。 如 今 ，乌 石 潭 陂 依 然 在 发 挥 灌

溉、发电作用，长堤变成了“古陂群樟”，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

“堰会”管水

水 资 源 是 公 共 资 源 ，水 利 工 程 的

建设管理也历来属于公共事务。我国

传 统 农 业 水 利 系 统 的 管 理 体 制 ，形 成

了“官修”“官督民修”和“民修”等不同

类型。

潘澎告诉记者，潦河三座古陂均属

“民修”，体现了“率请于官，民修主导”

的水利管理演变过程。潦河灌区的古

人们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开创并完善

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水利管理制度，建

立乡规，订立民约，和谐管水。

为长久计，蒲陂《堰关》一书设有章

程，履亩丈田，购买三十亩田作为蒲陂

每年的维修费用。乌石潭陂灌区建有

“堰会”，设立堰长，并可世袭。

2012年4月，西潦管理站职工在巡查

渠道时，在靖安县仁首镇庵里地段发现了

一块清同治五年的石碑，刻有用水章程契

约：

“乡有定例，名有章程，若不铭石，何

能禁止。每年清明日起，分上中下字号。

上字田，清明日，日出放水，日没付中；中

字田，日没接手，日出付下；下字田，日出

接手，日没付上。”“乱放水者罚钱一千六

百文，把车下圳罚钱一千八百文。”

乌 石 潭 陂 的 渠 道 ，水 分 为 南 北 两

圳，南边灌溉靖安农田，北圳灌溉奉新

农田。因北面地势较低，古人在北圳放

一焉木抬高地势，并明确“靖水灌靖田，

余水灌奉田”的用水乡规。

奉新县干洲镇是这三座古陂的主

要受益乡镇，因“干”得名，正是陂堰的

建设，使过去干涸之地，变为丰腴之地，

体现了陂堰的生态修复作用。

潘澎告诉记者，三座陂堰的修建，

对 粮 食 产 量 增 长 、农 田 灌 溉 条 件 的 改

善，推动土地垦殖和农业生产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推进村落与族群

发展。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专家研究发现，

潦河灌区核心区干洲镇从宋代的 24 个

村落 11 个族姓，到清朝增长为 131 个村

落 33 个族姓，极大地促进了流域土地开

发和人口繁衍。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这 座 以 灌 溉 为

主，兼有防洪、排涝、水土保持等综合功

能的大型灌区，已建起了 7 座引水大坝、

7 条引水干渠，滋润着靖安、奉新、安义

的 33 万亩良田，守护着这片粮仓。

为挖掘和保护优秀水利文化遗产，

潦河工程管理局抢救性修复了一段蒲

陂，建起了乌石潭陂文化园，在香陂办

起了“江西省潦河灌区文化展示馆”，从

灌区工程、人文、历史、生态多个角度，

全面诠释潦河灌区的深厚文化底蕴。

11 月，潦河灌区不负众望，成功“申

遗”，在世界灌溉工程史添上了绚丽的

一笔。

新余市渝水区城南街道西街社

区的老西街有一家不起眼的爱心粮

油小店，21名股东投资不求回报，他们

有个共同的名字——新余市红十字会

“莲丝信使”服务中心志愿者，粮油店

就是这个特殊志愿服务群体互帮互助

的落脚点和宣传站。小店没有专职店

员，由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轮流值守，

利润全部投入公益事业中。

黄河是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职工，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新余

市红十字会“莲丝信使”服务中心主

任。黄河是新余市较早签署遗体器官

捐献协议的人。2015 年，弟弟的意外

去世，让黄河成了遗体器官捐献者家

属。“得知弟弟的眼角膜让 5 个人重获

光明后，我觉得遗体捐献很有意义。”

黄河说，这之后，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捐

献志愿者。当时，在新余签署这份志

愿协议的才 7 人。黄河觉得自己有义

务去宣传、普及遗体器官捐献。

发传单宣传的方式让人很难接

受，黄河就带领志愿者们走街串巷开

展公益活动。理发、量血压……志愿

者们一边为居民服务，一边普及遗体

器官捐献的信息和知识。从2017年开

始，黄河和十几名志愿者跑遍了新余

市大大小小每一个社区、乡镇。在他

和志愿者的努力下，团队经市、省两级

红会批准后改为挂靠在市红会的新余市红十字“莲丝信使”服

务中心，并于2018年7月11日在新余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

“开始做志愿活动时大家出力又出钱，来往的车费、喝水

吃饭，都是自费，一段时间后，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越来越少。”

黄河说，意识到问题后，2019 年 4 月，黄河等 21 名核心成员共

同出资在老西街开了这家爱心粮油店。“每月月底盘点，利润

全部拿出来做公益。”大家以此约定。记者了解到，小店利润

微薄，为了节省支出，由黄河等志愿者轮流守店。黄河告诉记

者，开这家小店的初衷是为了给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的公益宣

传以及慰问、帮扶捐献家属提供资金支持。

程青海是黄河在新钢的同事，也是“莲丝信使”团队的元

老，他不仅自己加入了“莲丝信使”，也把爱人拉入了团队，每

天到小店来值班。程青海告诉记者，中心现在有不少上了年

纪的志愿者，有些生活还挺困难，光靠这个粮油小店的利润远

远不够，大家有时还要自己贴一点。不过，让他欣慰的是，随

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不少人慢慢开始接受遗

体器官捐献，志愿队伍不断壮大。

“小店慢慢有点名气，有些人知道我们的故事后，会特意

跑 10 多公里来小店买东西，给我们一份支持和鼓励。”黄河

说，有些顾客还特意多给几块钱，让志愿者们感到很温暖。

潦河灌区叩开“世遗”大门
本报记者 邹海斌 文/图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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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明成化十二年的潦河灌区乌石潭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