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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田水利工程不仅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的首要因素；同时也是帮助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重要途径。现阶段，农田水利

工程分布较为广泛，并且成为农业发展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农田水利工程运行与管理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

影响因素，这一系列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效率。基于此，此文认真分析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存

在问题，并根据相关问题制定相应解决对策，希望为促进农村农业增产、增效打下基础。 

[关键词]农田水利工程；作用；现状；对策 

DOI：10.33142/hst.v5i4.6563  中图分类号：S274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LI Xiaoling1, LI Cuimiao2 

1 Jingbian County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ervice Center, Jingbian, Shaanxi, 718500, China 

2 Jingbian County Government Affairs Service Center, Jingbian, Shaanxi, 718500, China 

 

Abstract: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not only the primary factor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help farmers resist natural disasters. At present,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ces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 are still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series of problems can reduc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areful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formulat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blems, hoping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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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时代在更新与进步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

社会的发展步伐；与此同时，也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供

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政府部门对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视度，

水利工程的建设及管理难度也在随之增加；而为了提高农

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效率，做好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维护工

作显得尤为重要；并在做好水利工程建设工作的基础上，

加强日常维护与管理；只有这样，才可促进农村的建设与

改革，使现代化农业带动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  

1 农田水利工程作用 

其一，保障粮食安全。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个国家

的命运线。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有效地保障灾害对

粮食产量的影响，保障人类温饱问题。其二，实现农民增

收。农田水利工程实现了粮食高产，也为其带来了耕读涂

平的机会，并为整体农村基尼发展带来了效益。其三，减

少灾情对农作物生产的危害。无论是大中型水库、灌区等

农田水利设施还是小型水井、水库、蓄水池等农田水利设

施，他们都在抗旱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加强农

田水利工程管理提高广大农民应对灾情的能力，使灾情给

农作物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小值。其四，推动农村建设的

发展。农村地区，农作物的产量决定了经济收入，而农村

建设在农业发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田水利工程间接

给弄粗能建设带来经济效益。 

2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现状 

2.1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效率低下 

虽然在各个地区都有对农田水利工程进行管理，在管

理过程中，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时常可见；大部分水利工

程在运行过程中，均会出现管理职位空缺的情况；再加上

运行模式过于单调，普遍存在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现象。那

么以上这一系列问题，使水利工程未得到应有的保障，一

部分水库都是农民自行管理，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无人管辖；

追根究底，都是工作人员对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不重视导致

的，从而使水利工程建设无法发挥其自身根本作用。 

2.2 缺乏技术服务体系 

目前在农业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仍面临着诸多管理

问题，甚至一些建筑可以称之为豆腐渣样工程；这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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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重视水利工程后期管理工作，由于水利工作人员

缺乏专业知识，基础理论不足，在一些基层管理工作中缺

乏相应的优秀管理人才，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水利工程

管理和维修工作水平。与此同时，水利管理人员普遍素质

偏低，不明确自身岗位职责，再受到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

制约，进一步影响了水利工程技术服务体系的构建工作。 

2.3 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农田水利工程为了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相关部门就

需要制定合理并且科学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说，管理制度

是否健全直接决定了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以及最终的管

理效果。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参照一些标

准，将其作为管理的依据，对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

要第一时间进行整顿，这样才能展现管理制度的作用。但

是在当前的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发现，整个管理制度

不仅不够健全，同时还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制度的滞后性

导致施工单位和管理工作无法匹配，加上管理制度的内容

就比较粗放，所以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很难掌握执行力。

加上部分项目管理人员并没有高度重视管理制度，在实际

的施工中就很难腐坏管理作用，这样就无法保证施工的进

度以及质量。 

2.4 资金到位过于困难，从而加大了管理难度 

由于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资金大部分源自于中央相

关部门的补助，但其中存在一部分的资源来源于农民和当

地政府，这两者的资金到位情况相对而言比较困难并且复

杂，更别说通过现金的形式出现了。比如农民们的资金投

入需要等到工程结束之后拿工资来抵扣，这种情况对于农

田水利工程的资金周转而言起不了任何的帮助。对于中央

的拨款，其实原则上已经规定了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为

了确保这些资金的透明使用，其间还要将这些费用的明细

呈现出来，让农民们一起监督，以防别的部门挪用这些资

金。换句话而言，其实就是为了保证补贴资金可以发挥其

应该有的效益。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政府部门往往忽略

了一些程序，带式补贴资金总是被挪用。 

3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3.1 建立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保护体系 

工程的科学管理体现在管理维护这个职权上，相关管

理部门需要加强项目的管理，通过科学的方式去划分项目

上的归属以及管理职权，其间还要明确管理人员的工作职

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水利工程项目管理效果最大化地发

挥。不仅如此，在项目后期的管理维护上，工作人员需要

对资金做好保护工作，确保这些资金都是用于水利工程，

其间还要加强管理人员的薪资待遇。鼓励更多的专业人员

参与项目的维护管理工作，通过一些具备吸引力的待遇去

留住人才，这样才能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加强

人员上的投入量，促使人们自己喜欢上这个行业。在面对

一些自然灾害时，管理部门需要做的就是制定有效的应急

措施，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农田水利工程完全按照规划要

求发挥其作用。特别对于农田水利工程而言，需要准确梳

理资金的往来关系以及人员上的调动等等，因为目前水利

工程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政府，所以整个所有权都归

为政府。但是这种归属方式其实会降低相关工作人员的主

观意识，这样就难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以及参与度。 

3.2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 

农田水利技术现代和信息化是提高农田水利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农田水利管理工作效率的重要途

径。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开展农田水利信息化建设，加快

农田水利信息化工作进程，展开深入调研，参考先进地区

建设模式，如苏南地区水利信息化配套计算机自动控制系

统，对农田水利信息化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和部署，以水管

理为核心，以监测、控制、传输和相应专用软件为主要建

设内容，逐步开展骨干河流、重点闸站自动控制体系建设，

逐步实现水利工程的远程监控、自动化控制及信息化运行

管理。选取个别现代农业示范园作为示范区，构建农田智

能灌溉系统，进行农田水位、墒情数据自动采集、传输、

分析与决策，并根据决策结果自动调度泵站、闸门进行农

田灌溉与排涝。根据示范区系统运行管理情况，针对薄弱

环节加强改造，提高数据采集的数量、质量及决策精度，

为全面推广节水灌溉智能化控制、闸站自动化监测、微灌

水肥一体化等农田水利现代化和信息化技术奠定坚实基

础。有关部门在农田水利技术推广工作中进一步完善技术

推广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建设资金筹资机制，提高自动

控制装置应用程度，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教育。 

3.3 加强现场质量监督管理 

首先，建管、施工、监理等多方参建单位要首先树立

起“质量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思想信念，任何的工程措施

或者进度计划都应该以保证质量安全为前提条件。确立各

级单位质量安全责任人，将责任落到实处，实行专人负责，

坚持质量管理始终高于一切。各县区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定

期开展质量培训，重点放在重点领域和重点岗位的岗前培

训，邀请专家学者传授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容

易被忽视的质量安全隐患等。项目组定期组织全部工作人

员观看质量安全事故预警教育片，用那些在实际生活中发

生的质量安全事故提醒、教育大家，并在观看过后组织讨

论交流，吸取事故案例的悲惨教训，在今后的施工和管理

过程中如何避免这些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施工单位在施

工过程中制定详细的质量安全管理办法，日常做好宣传学

习等工作，对于重点、爆破、隐蔽等专项工程需要设立单

独的质量安全负责人，区分施工危险区域和安全区域，设

立安全标志线和警示牌，确保农田水利工程从开工到建成

不发生任何一起质量安全事故。 

3.4 加强相关技术培训 

首先，加田水利工程修建技术培训，积极推进农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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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设，从建设和维修时的用料、修理技术、质量监测监

督技术等方面开展技术下乡，训练农户掌握管护技术，成

为技术强手，保证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

得到解决。其次，加强管理技术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

和管理水平，落实责任制，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实现管

理绩效和个人利益挂钩；同时，对农户进行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技术培训，保证农户对农田水利工程数字化管理

平台的顺利操作，进而提高管护效率。 

3.5 加大资金投入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改善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举措，

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加大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投资

力度。为了提高建设质量，就需采取针对性措施，相关部

门应适当为其提供专用资金，主要用于农村水坝、沟渠等

修建工作；与此同时，还应确保专款专用，将资金用到实

处。此外，在加大投资力度后，还应完善相应的资金运作

方式，为保障水利工程的有效管理，应建立与其相关的管

理机制。同时要确保地方投资的落实，如果在各地区有突

出作为的单位或群众，应给予其一定的资金奖励，并采用

多样化方式来调动社会公共力量，扩大资金来源范围，以

保证资金量的充足。可使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水利工程管

理工作中，并成为该工程建设的重要参者与管理者。 

3.6 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 

要想实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工作，就需

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同时在明确产权内容的基础上，将所

有权视为核心，并在相关部门的引导下大包大揽，根据不

同项目采取与其相对应的措施。例如：对公益性较强的工

程，就应采取合作组织措施；如有抗旱等水利工程，就要

采取承包经营方式；只有认真分析各项目的经营方式，才

可有效保障水利工程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推进

水利工程的发展，以此来优化农业经济的发展结构。 

3.7 加强宣传力度，完善有效的管理机制 

对于管理部门而言，他们需要加强宣传以及推广力度，

通过各种渠道或者各式各样的传播手段展开推广工作，以

地区经验作为宣传的基础，鼓励所有的管理人员去提高自

己的管理意识以及参与意识，这样才能创新有效的管理方

式并吸取先进的做法，以此提升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

工作水准，同时还能推动地方农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身为管理人员需要让农民们意识到自己农村面临的水源

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危害，然后才能有效实施保护措施。

也就是说，想要提高农村水源的质量，管理人员需要鼓励

农民们多多参与工程的维护以及管理这两方面工作，这样

才能充分提升一线农业种植的维护意识，同时还能解释隔

热受益和项目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农民

的参与性以及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各个项目

环节中的经济效益，形成多方的联动管理机制，调动管理

人员全部的力量去参与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更科学的

管理链条并全面落实维护工作。 

3.8 做好前期设计方面的工作，促进科学管理 

在对农田水利工程进行管理时需要设计出最合适的

方案，这样才能发挥工程的建设管理效果。所以说，在对

工程进行管理时，管理部门需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和各个

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一起完成设计方案。在设计方

案实施的过程中，身为设计机构需要到项目的实际建设地

区展开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地形以及地质方面的

数据。设计工作掺杂了很多条件，所以在最终提交的过程

需要反复检查，直到完善并且确认之后才能将设计方案投

入到工程的建设管理中。对于方案中的内容需要加强审核，

具体的施工机构应该在拿到方案之后召集相关的技术人

员，让他们对这些内容进行仔细的分析以及衡量，这样才

能明确设计理念从而展开实施工作，以此保证水利工程各

个环节都是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执行的。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首先

需要关注质量方面的情况，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管理工作的

高效性。也就是说，其间需要制定一套完成的工程建设管

理体系，加强工程项目的后期管理工作，这样才能保证水利

工程的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同时还

能保证农业的顺利生产，促使农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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