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企社合力，助力村民做好乡村振兴事业主人翁

——贵州省威宁县以村民为主体的灌溉工程建设管理试点项目案例

摘要：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作为招商局集团具体落实定点帮扶任务的主要抓手，

在帮扶中注重整合多方力量参与，不断创新帮扶方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贵

州省威宁县的帮扶工作中，重点支持和推动当地政府、社会组织共同实施、村民

参与的产业项目，做好灌溉系统设计、建设和后期管理，增强群众的参与机会，

提升群众的自主管理能力，政企社合力探索产业振兴与治理有效相结合的乡村建

设路径。

一、项目简介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金钟镇位于河谷地带，气候温和，日照时间长。该镇农

村的收入来源除外出务工外，主要是种植业，尤以蔬菜因品质佳，在本地和周边

几个县市闻名。然而灌溉用水严重缺乏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村民增收

陷入瓶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地方政府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和帮扶单位援建项目，

于 2021 年落实了由毕节市水务局援建的灌溉系统主管道建设项目。在此基础上，

招商局集团作为定点帮扶企业援建灌溉系统支线管网工程项目。

该项目覆盖金钟镇寨营村和新田村两个行政村，约 500 余户人，土地 610

亩。除了提供资金支持，作为招商局集团定点帮扶的具体落实单位招商局慈善基

金会希望该项目在促进村民参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村民满意度方面进行试点，

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探索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模式。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多次与威宁县乡村振兴局、金钟镇人民政府和当地相关业

务主管部门交流协调。多方达成共识：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硬件工程资金投入量大，但村民的参与度低、拥有感弱，建成后一旦出现

质量问题就将责任推给政府，由于缺乏有效地后续自主管护，村民难以持续受益，

从而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损害了村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也影响了干群关系。



为了避免以上问题，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成都蜀光社区发展能

力建设中心，配合威宁县乡村振兴局和金钟镇党委政府，开展项目区的村民能力

建设工作，通过协助村民在灌溉系统的设计、建设监督、后续管理机制建设等关

键环节的有效参与，增强了资金投入效率，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融洽了干群关系。

二、基本做法

该项目将工作重心放在推动村民参与方面，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做法，保障

村民的有效参与。

1. 理清参与各方角色作用，相互支持形成合力

与以往的硬件建设项目不同，该项目的参与方较多，包括地方党委政府、业

务部门、项目村村两委、受益群众、资金援助方和社会组织等。在项目开展过程

中，各方召开多次交流协调会，就参与各方的角色作用和职责边界达成共识：项

目村受益群众作为主体，享有和承担参与项目关键环节的权利义务；地方党委政

府、业务部门和村两委在各自层面发挥领导和监督作用，提供行政支持和服务；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代表招商局集团提供资源，发挥协调作用，搭建政府和社会组

织合作平台；成都蜀光作为技术支持方，在促进村民参与方面提供具体的村民能

力建设和陪伴支持服务。项目的各参与方就角色作用和职责边界达成共识，切实

保障了后续各方发挥所长，合力推动项目顺利开展。



参与各方的角色作用

最重要的是政府不大包大揽大建，让群众真正觉得项目是我的，不是村两委的、

政府的，我要监督做得怎么样。

——金钟镇政府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

外部资金支持，政府领导，村两委配合，社会组织协助指导，管理小组发挥积极

作用，老百姓参与，才能一起把事情做好。

——寨营村管理小组成员

2. 建立受益群众管理小组，为落实村民参与打下基础

村民参与需要有带头人，而村两委日常工作较繁重，难以全程参与特定项目

在村中的具体落实，因此该灌溉项目需要在两个村分别选出管理小组。通过充分

地宣传动员，在村民清楚了解了管理小组和村两委的关系、管理小组可以发挥的

作用，以及选人标准之后，寨营村和新田村各自选出了项目管理小组。镇党委政

府和村两委授权管理小组在该项目中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管理小组是受益群

众的代表和带头人，负责带领村民参与管线走向和给水桩的布点设计、讨论后续

管理制度，代表村民监督工程质量等具体事项。建立管理小组，为该项目的村民

参与打下了切实基础。

宣传动员和选出管理小组

选出负责任的、村民信任的管理小组人员很重要，光靠村支部不行，他们其他事情



忙，难以把这件事做好，管理小组对地块、农户、地形地貌也很熟悉，能很好的开

展工作。

——寨营村管理小组成员

大家信任我们，也支持配合我们。站桩、管线布局确定是由管理小组 3人组织项目

涉及到的村民一起去实地看，然后一起到地里和大家讨论，听村民提的意见。

——新田村管理小组成员

3. 找准关键环节，提供能力建设，陪伴村民有效参与

在该项目中，村民主要参与了规划设计、质量监督和后续管理制度制定等关

键环节。规划设计方面，受益群体参与了管道进入地块的走向设计，以及给水桩

的数量和布局设计；灌溉工程的质量监督方面，管理小组进行实时监督，发现施

工质量问题，积极与村两委和镇政府沟通，或直接督促施工方整改；建立后续管

理制度方面，管理小组首先收集村民意见，形成制度初稿，再在村民中广泛宣传

发酵，听取意见建议，最终确定了受益群体达成共识的后续用水和工程维护管理

制度。

管理小组参与规划设计 管理小组进行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小组讨论后续管理制度初稿 灌溉工程后续管理制度（部分）



为了让村民更有效地参与，社会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村民能力建设。例如在规

划建设阶段，将专业的规划设计“转译”为村民能够看懂、理解的设计方案，以

便村民在此基础上表达意见、参与具体设计；在质量监督方面，梳理出监督的内

容和技术标准，以方便管理小组有的放矢的开展监督；在制定后续管理制度方面，

不是直接给出制度内容，而是将制度框架拆解成一个个村民能够思考和回答的问

题，比如谁来进行后续管理？管理哪些内容？水费按照什么标准收取？水费的使

用要求有哪些等等。让村民针对这些具体问题充分协商讨论，达成共识并形成制

度内容。

管理小组年龄最大的一位老人，全程跟施工方一起走地块，参与管线设计、划线和

给水桩布点。施工方根据群众意愿做出很大调整，给水桩从上次协调增加到的 91

个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六、七十个。还有一位管理小组成员也是村里的监委主任，主

要负责调解施工方和涉及施工地块村民之间的纠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寨营村党支部书记

管理小组成员轮流去现场监督工程质量，比如铺设管道时，是管理小组看深度够了

才叫施工方放管子。发现问题要施工方及时整改，比如管道固定的地方有开裂要返

工；路上因为管道经过变得不好走路要整改等等。

——寨营村管理小组成员

自己管理好，不然烂了没人管。和以前相比，这种方式要好一些，以前是烂了没人

管，现在烂了的话有人管，大家出钱修，能永久用。

——新田村管理小组成员



三、经验与启示

本项目通过企业支持，政府、社会组织实施、村民参与的方式，改善了援建

项目的治理，让援建项目有更多的村民参与机会，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了

受益群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浅述该项目的经验和启示。

1. 村民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开放村民的参与机会

援建项目要向目标群体开放参与机会，包括公开资金和项目信息；搭建平台、

降低门槛，让村民参与到项目设计中；在建设过程中响应村民监督，让质量监督

不走形式化；移交后续管理权责给村民等等。让受益群众参与项目治理，不但能

宣传和解释工程设计方案 宣传和解释工程质量监督内容和技术
标准

培训管理小组制度框架 协助管理小组进一步讨论制度初稿



够建好硬件设施，让工程设施有效持续使用，也能激发村民自主管理的积极性和

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最终贡献于有效治理和乡村振兴。当然，本项目的村民参

与仍有可加强的部分，例如由于政府采购方面的政策要求，大型项目必须由有资

质的单位进行材料采购和施工，这限制了村民自主采购和施工的机会。要开放这

部分机会是很难的，但是未来不是不可能的。

2. 受益群众越早参与，可持续管理越容易落实

硬件建设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和逐步建立可持续管理机制，包括管理人员、管

理资金、管理规则、管理技术等方面的落实。受益群众前期没有参与，“交钥匙”

之后也很难进行自主管理。受益群众越早参与到项目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就越

容易建立起拥有感和责任心，好的参与过程不但建立了主人翁意识，也培养了大

家协商讨论的行为习惯和能力，以及有助于形成讲道理、明是非的村庄风气，后

续才能实现有效的持续管理。

3. 引进社会组织，强化村民自主管理能力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在该项目中发挥了能力建设、陪伴村民边做边学边成

长、及时与多方沟通促进合作的积极作用。通过提供能力建设和及时有效的支持，

提高了村民自主管理能力。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未来农村将有更多的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各级政府可以参考该模式，引进社会组织，扎实做好具体的群众工

作，使政府能够抽身出来，从政策制定、资源协调、领导监督等宏观层面发挥更

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