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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水员这个名词可能对于许多的农村地区来说并不陌生，我的家乡重庆农村一直
就沿续着管水员制度。在当地，管水员被叫着看水员。看水员的主要责任是在非用
水季节确保堰塘里蓄满水即引水，在用水季节把堰塘里的水集中统一的放到每一块
田里，同时通过沟堰把其他可利用的水源引到堰塘或者是直接引到田里，总之看水
员的任务便是引水和放水。由于看水员的工作关乎到村民的生计，所以看水员的选
择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只有那些认真负责且具有丰富管水经验的人才会被推举为看
水员。引水和放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一般来说没有多少人愿意当这个看水
员，再加上村民对看水员的要求又比较高，所以选举看水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管水员制度的功能决定了选举看水员是小组的一件大事，每个村民都非常关注。
以此看来，管水员制度对于农村水利乃至小组范围内的村治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 

 
1)管水员的产生 
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在取消农业税以前，每个村民小组有一个组长和一个看水

员。小组长和管水员是村民小组仅有的两个公务人员，小组长的工作除了收提留以
外，便是负责管理和维修组内的水利设施确保农田的灌溉用水。而村民对小组长的
评价标准也主要是看组长在水利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所以小组工作开展得如
何，关键还得看管水员是否认真负责，以及管水员和小组长合作得怎么样。故小组
长对于生死搭档(管水员)的选择十分的慎重，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小组长宁愿
自己兼任管水员也不会随便找一个人来滥竽充数。从村民的角度来讲，谁当小组长
无所谓，关键是要选一个称职的管水员。 

叙述到这里可能急需说明的一点便是看水员的报酬，如此重要的工作且维系着村
民的生计，按理说应该是有很高的报酬的，但实际上看水员的报酬却只有200—400
元不等。田多的小组，看水员的报酬相对要高一些，田少的报酬就要少一些。每年
年初，小组长会组织召开小组村民会议，商讨本年度的看水事宜，确定看水员的人
选和报酬，看水员的报酬在村民小组会议上由大家商议决定，然后平摊到每一个承
包人口。有不种水稻的须得在开春的时候告诉小组长，或者在会议上提出来，就可
以不用交看水费。如果只有少数人不种水稻，那么小组长便会提出今年大家多摊一
点，而不会影响看水员的报酬，但如果不种水稻的人占有一定的比例，在看水费这
个问题上便很难达成协议，也就很容易出现大家各看各的水的情况。不过小组长一
般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小组长非常清楚，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作为小组长便
不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在这种情况下，小组长便会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说服村民和看水员各退一步从而达成协议。如果实在无能为力小组长便会提出辞
职，或者请村干部介入，直到大家达成协议为止。 

由于各个小组的看水费都是差不多的，因此很少有村民抱怨看水费太高而反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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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员制度。经常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无人愿意担任看水员，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当看水
员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外，看水员还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事，在放水的时候
难免会有人会因自己田中水的多少而对看水员有看法，而且常常有村民向看水员提
出不合理要求，就像一位看水员说的，不管是公平与否都会得罪一些人，当看水员
就是自己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同时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看水员这个工作的，由
于看水员经常须得到其他村组的范围内去引水，难免会出现别人不让过水的情况，
因此这就要求看水员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一定的胆识及魄力，要有一颗热心于集
体事业的公心。纯粹从看水员的工作内容和报酬方面考虑，我们会认为只有小组里
的边缘人才会担当这个角色，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又会得出边缘人根本无法胜
任看水员这样的结论。的确，调查发现，担任看水员的一般都是那些热心于组内事
务的强人，赚取看水费绝对不是他们的主要动机，更有趣的是看水员和小组长的私
人关系都比较铁。 

 
2)管水员的工作 
前面对看水员的职责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但这无法使我们对看水员的具体工作

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因此我们还得从水利资源的具体环境中来认识管水员制度。
重庆市Y县S镇四季村今年遭遇了特大旱情，使得我能在调查的过程中有机会目睹管
水员的工作。Y县是三峡库区移民县，虽然奔腾的长江从其境内流过，但这并不意味
着长江丰富的水资源可以用于农业灌溉，Y县属于典型的山区，用于灌溉的水利设施
主要是堰塘。S镇位于Y县的北部，镇内山高坡陡，地处海拔170米至1200米之间，镇
内无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据村民介绍四季村算是S镇基础条件比较好的村，但农业
灌溉用水和饮用水主要是来自堰塘蓄水和沟渠引水，也就是说要靠天吃饭，只有天
上下雨地面才会有水。 

四季村的每个小组都有大小不等的几口堰塘，而且一般的沟渠都是要在雨季水源
丰富的时候才会正常的发挥作用，在枯水季节则需要专人看管，也就是说真正的活
水堰在当地是很少的。堰塘是主要的水利设施，大家都指望着堰塘里的水饮用和灌
溉，所以灌满堰塘是看水员最大的职责，然而一般来说堰塘里的水是在下大雨的时
候利用沟渠从较远的河沟和其他水源处引来的。因此每当下大雨的时候，不管是白
天还是夜晚看水员都得去弄水，而且还得在堰塘蓄满水的时候即时切断水源以免发
生险情。一位老看水员这样对我说，和大家一样，看水员特别希望下雨，但又特别
害怕下雨，因为全组的人都指望着你，即使是风雨交加、雷鸣闪电、山洪暴发你也
得出去看水。其实看水员的工作还远不止如此，看水员的工作周期一般是从年初的
开春到秋天水稻收割。在这段时间内，看水员负责管理全组的堰塘和沟渠，确保组
内每一块稻田不干水。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把堰塘里的水进行集中统一的放到每一块
田里，在放水的过程中，村民完全可以不用去管自己的田里是否放到了水，以及放
了多少水，因为一般来讲看水员会比较公平的把水放到每一块田里。作为看水员，
他对组里的每一块田都十分的了解，那一块田有几个漏洞，那一块田的水能管多
久，都能够一一的说出来。每次放水都要好几天的时间，这几天基本无法休息，白
天和晚上都得在田坝里转。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所以只是靠放堰塘里的水是无法解
决问题的，看水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费大量的时间去把河沟里的水源引到稻田
里，这项工作从插秧起一起持续到水稻收割前，只要河沟里还有可以利用的水，看
水员便要去负责水源和沟渠的管理。这项繁琐的工作对于整个小组来说却是意义重
大，因为它的贡献要相当于几口堰塘，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管水员制度对于
解决农村水利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 

 
3)管水员制度的中断 
在税费改革以后S镇为了减少行政支出实行了合并村组的政策。即把原来邻近的

两个行政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设置村干部三人；把原来的三个或四个村民小组合
并为一个村民小组，设置组长一人。这样的改革在当时推行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阻
力，特别明显的是在强制进行的小组合并后，根本就无法选出新的小组长，而只好
在每个原来的小组内选一名小组长。但在取消农业税以后S镇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无
所顾忌的推行了新的村组政策。这种政策的推行对看水员制度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
响。 

村组合并是减少了行政开支，但原来三个村民小组的事情现在要由一个小组长来
完成，其工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原来的组长和看水员这一对生死搭档在改革后被



粗暴的肢解了，也就是管水员制度运行的前提不存在了，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所有的水利等小组事务还是在原来的小组内管理，即原来的各个小组还是可以
选举自己的看水员，但如果新任的组长不是出自本组，那么对小组的基本情况都不
了解，又何谈配合看水员的工作。而且由于组长不是出自本组，那么看水员工作是
否认真负责、灌溉水是否够用等等这些关乎村民生计的问题与组长都没有直接的利
益关系，他就不会像原来的组长那样去挖空心思地去寻找一个合适的看水员乃至全
力的配合看水员的工作。所以在今天的四季村某些小组中断了历史上沿续下来的管
水员制度，大家各看各的水。在四季村这样的水利基础设施比较差的地方，即使在
风调雨顺的年景，也须得集中统一的管理，才能保证农业灌溉用水基本够用，遇到
像今年这样的持久干旱，粮食就得减产。如果废除管水员制度，那么三分之二的水
田将变成旱田，其损失将无法估计。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废除管水员制度
的那些地方，已经有很多的水田变成了旱田。 

 
4)结语 
在荆门农村调查的时候，了解了很多关于水的纠纷，听到村民抱怨最多的也是与

水费和灌溉有关的事情，当时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与水有关的纠纷却又一直
没有管水员。回重庆农村调查时才发现曾经调查过的荆门农村的水利条件非常的
好，基本上是旱涝保收的，没有管水员制度不足为奇。但在重庆农村却完全不同，
从基础水利条件来看，四季村的农业灌溉用水比较稀缺，根本无法满足每户的灌溉
需求，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管水员制度。我不知道这种制度是当地的一个创
新还是国家制度设计的产物，村民只是告诉我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对此我们可
以不去追究，但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制度是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只有把有限的水资
源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和统一使用，才能保证大家都有饭吃。这就是所谓的好钢要用
在刀刃上，如果各家各户都自己管水的话，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谁也无法保证
有水插秧，更谈不上粮食丰收了，而且大家会因为争水而发生很多的纠纷，其后果
简直是不堪设想。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国家
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在国家出台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有利于农民的大好政策之后
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了，为什么良好的初衷会带来不好的
结果呢？减少的行政开支是否要大于农民的损失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
否应该重新考虑当前正在全国很多地方实行的旨在减少行政开支的类似于村组合并
这样的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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