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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何卫中 

兰溪市水利水电规划与质量安全中心，浙江 兰溪 321100 

 

[摘要]农田水利关系着我国农业的未来发展，同时也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经济水平，然而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却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自然环境成为制约农田水利工程的障碍，农田水利年久失修，基础设施得不到补充，现代化技术无法形成网络覆盖，

现代化设施无法支援到位，同时政府管理缺失也是农田水利工程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因此在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上必须拿出

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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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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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s relate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However, th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obstacle restricting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in 

disrepair for many years, infrastructure cannot be supplemented, modern technology cannot form network coverage, and modern 

facilities cannot be supported in place. At the same time, the lack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is another difficult problem faced by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must be taken in th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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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田水利工程不仅与我国的粮食产量计划密切相关，

同时也与我国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相互牵连，人们的

日常生活离不开五谷杂粮的支持，所以想要解决粮食问题，

离不开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但随着农田水利工程的提出、

实施及管理，其中出现了以自然环境为核心，各地区发展

不均衡的条件，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与管理形成了巨大

阻碍，于是如何解决其中带来的困境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1 农田水利工程 

1.1 主要任务 

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就是完善田间灌溉系统，将原

本不规整的、零散的土地整合利用，配套路、渠、电等基

础设施，提升耕地地力等级，使其变为高标准农田。尤其

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需要通过修建各种小水窖、小水池、

小泵站、小塘坝、小水渠等工程设施，或采取高效节水等

其他设施，改善当地的水利条件，调节农田中水分状况，

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让农作物产量更高、更稳定。 

2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难题 

2.1 农田水利年久失修 

农业经济发展较差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较为

常见。第一：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水利工程中的渠道长

年累月下，积攒了大量的例如树枝、树叶、生活垃圾等杂

物，或长满灌木、杂草，导致水渠过水不通畅，甚至存在

水流无法通过的情况。第二：某些河流、渠道受到水土侵

蚀，导致渠道中大量泥沙堆积，水流无法流通。第三：水

利工程设备如水泵、电动机，受到不同程度的锈蚀，长时

间没有专业人士进行维修与维护，导致机器无法正常运转，

影响使用。第四：当地农民大多进城务工，农田中缺乏大

量劳动力从而没有多余时间和多余人力去清理堵塞的水

渠。第五：财政资金匮乏，导致无法请专业人员对设施进

行保修维护，机器的更新换代跟不上农田灌溉需求。 

2.2 基础设施不足 

农田水利工程计划的实施，离不开现代化设备及其帮

助，水利设施一般兴建于较早的年代，当时缺少相关部门

的统一规划，导致所使用的设备参差不齐，或因当时技术

能力有限，导致相应水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其建设的标

准偏低，相应配套设施不健全。例如：许多渠道，除干渠

相关设备较为齐全，支渠却没有任何设备，从而导致常年

堵塞，进而影响到农田灌溉。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兴修

道路，农村建房越来越多，但新建成的基础设施往往导致

许多天然的河道被拦截，当地农田中不论是排水系统还是

灌溉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同时，许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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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进行招投标，中标后的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为了减少开

支经常不经过准确测量，未按实际需求施工，出现了有沟

无桥，有路无涵的问题，导致当地农民填沟道路，影响了

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
[1]
。 

2.3 信息化程度缺乏 

目前乡镇水利员缺少，工作任务又重，水利员不仅从

事水利工作，还从事乡镇其他工作，很难全身心投入到水

利业务工作中。同时，由于有的水利员年龄偏大，或不是

水利专业毕业，专业化程度和学习能力不高，有的甚至不

会操作电脑进行信息汇总录入。面对不断更新的设备，从

事水利人员专业化、信息化程度不高，不会使用例如传感

网络和自动化设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农田水利

工程的应用与管理，也相应地降低了其为当地人民服务的

能力。 

2.4 现代化技术不匹配 

想要推动地方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就离不开更现

代化、更智能的农田水利设备，例如水利工程区域间的互

联网管理，水利工程中需要用到的现代化监测设备等，这

些都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这些东

西也制约着当地水利工程的发展。 

第一：财政资金紧张，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负担高额

的设备采购项目，即使有能力为当地配备现代化设施，也

没有资金对这些设备进行后期的维护，这就导致设备只能

被当作摆设。 

第二：当相关部门有充足的资金购买设备，但由于专

业人员信息化程度不高，导致有设备无人会用的局面，从

而水利工程人员依旧在使用传统模式。 

2.5 政府管理体制未理顺 

农田水利工程与水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发改委

及财政等部门有关联
[2]
。于是部门的错综复杂就引出了新

的问题，第一：部门太多，机构改革时未理顺责任清单，

就会出现相互推诿或者多重管理的状况，甚至会出现一旦

出现问题各个部门都能管，但是谁都不去管的情况。第二：

由于缺少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和沟通，很容易形成各部门

之间相互独立，没有做到统筹规划，影响农田水利工程实

施的时效性。第三：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

注入，而工程建设资金下拨不及时，工程进行不下去，就

会导致工程延期，出现工程效率低下的问题。 

3 农田水利管理措施及对策 

3.1 做好水利维护 

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经济发展，

于是相应的治理对策显得至关重要，相关机构应及时应对。

第一：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加强水利设施维

护。一是加强农业用水管理，强化灌区取水许可管理，确

定灌区灌溉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二是加快供水计量设施建

设，在取水口、干支渠口门、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分界点

等关键环节，通过安装计量设施或折算进行取水计量。三

是持续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和奖补机制。加快灌区供水成本

核算，配合有关部门完成成本监审。按照总体上不增加农

民负担的原则，推动农业水价调整。四是建立工程长效管

护机制，落实工程运行维护的主体责任，压实运行维护主

体的管护责任，抓实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第二：落实农

田水利工程日常维护。一是相关部门应及时聘请相关专业

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对工程的总体发展方向有具体地了解

和规划，根据专业人员的指导，对年久失修的渠道进行修

整，例如清除沉积在渠道内的树枝树叶，保证泥沙淤积的

河道保持畅通，使水源能正常流动。二是在资金管理上相

关部门应做好计划与统筹，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挤用占用

或挪用专款，做到公开透明。三是做好当地人民的调动，

相关部门应对当地居民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做好人员统计，

必要时集中劳动力对需要进行治理的地方加强治理。四是

相关部门在进行农田水利工程维护时需注意保护当地自

然环境，保证后期不会因自然环境的变动影响农田水利工

程的使用。五是宣传农田水利工程实施计划，进行小规模

水利工程试点，对于年久失修的设备，如水泵、电动机、

启闭机等重要设施进行维修和更新换代，切实让当地居民

看到实效，积极发挥当地劳动力优势。 

3.2 基础设施建设 

农田水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是保证工程正

常运行的前提，所以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成为了改变水

利工程的现状的关键。第一：积极推进灌区现代  

化建设和改造，打通国家水网“最后一公里”，加强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完善灌溉水源工程、

渠系工程和计量监测设施，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通过

对灌区现有渠系进行防渗衬砌等节水措施，提高水的利用

系数，给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充足的水源保证，做到旱

能灌、涝能排，提高灌溉和排涝标准。第二：积极推进高

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在夯实基础设施上，实行田土水路林

电技管综合配套，实现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

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

坚持以农田水利为重点，建设农户急需的通田到地末级灌

溉渠道、生产道路等设施。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补齐

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高粮食生产和农田防

灾抗灾减灾能力；在改造提升上，对建成年份较早、投入

较低等建设内容全面不达标的建设区域，可以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有针对性的改造提升。第三：对

于水利工程中基础设施不全，相关部门必须做好统计，根

据农田建设规划进行有针对性地补全，将农田水利工程中

需要用到的关键设备优先进行更换，并及时向上级部门反

映，确保后续工程有序、正常进行。第三：在发展当地经

济的基础上，不仅要对当地兴建农田水利工程的区域有全

方位的规划，同时也要对实施工程的企业进行全方位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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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确保企业在当地实际作业时不会对后续农田水利计划

的建设带来干扰和影响。第四：农田水利工程承担着巨大

的使命，所以相关部门在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材料时，应多

方面进行筛选和实地考察实验，确保建设材料与当地环境

的适应性与兼容性。第五：农田水利工程完工后，相关部

门需要不定期地检查，开展安全工作，对存在问题的基础

设施责令其部门立即整改，并做好后续的跟进工作。 

3.3 组建信息化网络 

农田水利建设离不开现代网络技术的应用与支持。第

一：现代网络的在农田水利工程的运用上，能更好地为当

地带来经济效益。农田水利的兴修工程开拓了当地的土体

可用面积和土地产出的总量，但仅仅如此不足以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例如，有的城市网络通信技术极为发达，信号

塔等基础设施在农村的建设完备，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依

托于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农民在收获后很容易通过网络

渠道将农产品宣传出去，进而获得更多的销售渠道，大大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许多内陆地区恰好相反，较为

偏远的山区信息化网络平台的搭建和现代网络的基础设

施薄弱，导致农民手中空有产品却没有好的销售路径。于

是当地相关部门在发展农田水利的过程中也要加大网络

基础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强当地人民对网络使用的频率和

意识的转变，必要时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当地情况，引进网

络技术人才。适当的对当地人民进行现代化信息网络带来

的便利以及网络的使用做好宣传及培训工作。 

第二：信息化网络的组建有利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区域

化管理，例如，有的地方依赖于现代网络技术的应用，将

可用于生产的土地进行数字化的分区，所有农产品的相关

数据均实时上传至信息库，相关区域负责人能根据这些数

据，更准确、更高效地找到区域内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解决。

而信息化网络相对落后地区，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进行现

场的走访调查，管理效率低下，所以相关部门应加大当地

产品的信息化集中管理，将数据进行网络化的收集，做好

数据分析，高效、精准地解决农田水利兴修后产生的问题。 

3.4 加强技术投入 

农田水利工程做好现代化技术投入有以下三点对策。

第一：充实基层水利人员力量，做好水利人员的专业技术

培训
[2]
。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需要投入大量的现代化设备，

而受制于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许多需要精准操作的设备

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相关部门需要保证基层水利工程

人员的充足，加大基层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不定期进行

专业技术考核，确保当地居民在提出有关专业及技术的问

题时，相关部门能迅速，有效的解决。第二：相关部门应

及时向上级部门申请农田水利工程现代化技术更新的资

金，不仅要做好现代化设施的引进与铺设，更需要做好相

关资金规划，为后续现代化设备的维护做好保障。 

3.5 提高管理效率 

农田水利工程政策的良好运行离不开管理部门的协

调，对此有以下三条对策。第一：建立专班，统一对参与

工程的部门进行管理监督，首先，专班需要在水利工程未

开工前充分做好对相关部门职责的划分，避免相关部门出

现任务重复，提高部门之间的配合，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的

效率。其次，专班需要做好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避免出现各部门之间因资金、设备等环节出现的矛盾。最

后，专班需要需做好参与水利工程各部部门之间的监督工

作，防止出现专项资金挪用、占用，专业技术人员的选用

不达标“滥竽充数”的场景。 

第二：各部门应构建完善的水利工程设施维护管理工

作，制定好明确的管理目标，工程设施的管理做到专人负

责，责任到人。例如，选择开发商时，将选材，审查等具

体工作安排到专人或者小组负责。第三：相关部门应做好

对当地居民的管理引导工作，大力宣传维护技术，充分调

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和自我管理意识，构建以农民为主的

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农民管护方便的优势
[3]
。做到小问题

农民自主解决，大问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的良性循环体系。 

4 结语 

综上所述，农田水利工程面临年久失修、基础设施配

备不全、信息化管理、现代化技术的引进以及管理效率低

下等问题，不仅需要地方相关部门进行政策上、资金上的

大力投入，确保设施完备，也需要对专业人员做好引进、

筛选和培训工作，做好对工程负责的相关部门的监督与统

筹。同时相关部门需要做好宣传工作，将管理与地方居民

的生活相结合，充分利用好地方人口优势。总之，只有相

关部门与地方居民相互努力，才能更高效、更精准地发展

好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使用。 

[参考文献] 

[1]成青.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控制与分析关键

探索[J].世界热带农业信息,2023(5):78-80. 

[2]陈克武.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治理[J].

世界热带农业信息,2023(5):84-86. 

[3]刘国霞.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河道治理对策研究[J].

农家参谋,2023(2):150-152. 

作者简介：何卫中（1975.10-），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兰溪市水利水电规划和质量安全中心，

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