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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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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水利行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新技术融入其中，对水利工程管理的要求持续增加。因此相

关管理人员需要迎难而上，按照水利工程的管理特点，强化对现场管理的重视程度，建立针对性较强的管理方案以及管理策

略，有效地减少质量问题的发生，维护好水利工程的建设环境，提高水利行业的发展水平，凸显水利工程控制管理的重要优

势。通过经验总结构建成熟度较高的水利工程管理方案，带动我国现代化水利行业的稳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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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ore and more 

new technologies are integrated into it,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refore, relevant management personnel need to face difficulties,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on-sit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stablish targeted management plans and strategies,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quality problems, maintain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advantag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trol management. By 

summarizing experience and constructing matur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lans, we can drive the stable progress 

of Chinese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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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代表性组成，对

于水利行业的发展要求较高，因此在工程项目建设中，相

关管理人员要按照实际情况加强对水利工程管理的重视

程度，做好施工技术的全过程监督以及管理，有效地减少

突发问题的发生。使水利工程管理水平能够得到进一步的

提高，与现代化水利行业发展步伐相互地融合，凸显现代

化的建设思路。 

1 乡村振兴对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要求 

乡村振兴是当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实现农村

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村水利工程

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水利工程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

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因此，乡村振兴对农村水利工程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乡村振兴要求农村水利工

程管理要与乡村发展战略相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

以农业农村为重点，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农民增收致富、

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农村水

利工程管理需要紧密结合乡村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进行

规划、设计和实施，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1]
。 

其次，乡村振兴要求农村水利工程管理要注重可持续

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解决

农村水利问题的关键。农村水利工程管理需要充分考虑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水环境的保护和水生态的恢复，避免对

农村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要注重水利设施的长

期维护和管理，确保水利工程的可持续运行，为农村经济

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水资源支持。此外，乡村振兴要求农

村水利工程管理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科技创新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重要

支撑。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可以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

如遥感、无人机等，进行水资源的监测和管理，提高水利

工程的效益和管理水平。同时，还可以推动农村水利工程

管理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等融合，打造智慧农村水利管理

系统，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最后，乡村振兴要求农村水利工程管理要注重人才培

养和队伍建设。农村水利工程管理需要具备一支专业化、

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他们应具备丰富的水利工程管理经验

和专业知识，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因此，乡村振

兴需要加强对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

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为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提供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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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人才支持。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动农村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水利工程管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支撑，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更涉及到

农村生态环境、农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等多个层面。首

先，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多以农业为主，而农业生产离不

开充足的水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农村水利工程，可

以有效调控水资源的供给，提高农田灌溉效率，增加农作

物产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水利工程的建

设和管理也为农村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农村就业结构

的优化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2]
。 

其次，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修复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

村生态环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水利工程管理通过科

学的水资源调配和环境保护措施，可以有效防止水资源的

过度开发和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水利工程的建设还可以修复农村水土流失、水域污

染等环境问题，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农民的生活

品质。此外，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也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地区的水资源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民

的生活用水和生活质量。通过合理规划和管理水利工程，

可以解决农村地区的饮水安全问题，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同时，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为农村提供了农田景观、休闲娱

乐等多样化的功能，丰富了农民的生活方式，提升了农民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最后，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对于社会稳定和乡村治理具

有重要意义。水利工程的规划和管理需要政府、农民和相

关部门的共同参与和协作，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提升。同时，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也为农村社区提

供了共同参与的平台，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区的凝

聚力，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方法 

3.1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显

得尤为重要。然而，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工程的资金投入

力度相对不足，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如农田灌溉不

畅、水资源浪费、农村生活用水困难等。因此，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本文将探讨在农村水

利工程管理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的方法。首先，加强政府

资金投入是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政府作为主导

乡村振兴的力量，应当充分认识到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的重

要性，加大对该领域的资金投入。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

拨款、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水利工程项目的补贴力度等

方式，提高资金投入的比例和数量。同时，政府还应当加

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确保资金能够真正用于农村水

利工程建设，避免浪费和滥用
[3]
。 

其次，引入社会资本是增加资金投入的有效途径。农

村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政府单

一的财政投入难以满足需求。因此，引入社会资本成为一

种可行的选择。政府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水利

工程领域，开展合作项目，吸引社会资本的投资。同时，

政府还应当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为社会资本的投

资提供保障和激励，提高其积极性和参与度。此外，加强

金融支持是增加资金投入的重要手段。农村水利工程建设

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传统的贷款方式存在利率高、审批时

间长等问题，制约了资金的流动和使用。因此，加强金融

支持，提供更加便捷和灵活的融资服务，成为解决资金不

足问题的重要途径。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农村水利工程专项

基金、设立低息贷款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水利

工程的信贷支持等方式，为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更加

优惠和便利的融资渠道。 

最后，加强科技创新也是增加资金投入的重要手段。

科技创新可以提高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效率，降低

投入成本，从而节约资金。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村水利工程

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相关研究，

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同时，政府还应当加强对科

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和培育，提高农民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和

接受度，推动科技创新在农村水利工程中的广泛应用。 

3.2 注重工程质量管理 

首先，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工程质量管理需要注重

前期规划。在项目启动之初，必须进行详尽的调研和规划

工作，确保工程设计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和需求。只有在充

分了解地方特点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工程方

案，从而为后续的施工和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其次，工程质量管理需要注重施工过程的监控和控制。

在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中，监控施工质量是确保工程

质量的关键环节。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监控体系，可以对

施工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进行跟踪和控制，及时发现和解决

问题，确保工程质量达到预期目标
[4]
。同时，加强对施工

方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其按照规范和标准进行操作，杜绝

违规行为的发生。此外，工程质量管理还需要注重工程验

收和后期维护。工程验收是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通

过严格的验收程序和标准，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评估和检

验。只有通过验收的工程才能投入使用，从而保证了农村

水利工程的安全可靠性。同时，在工程投入使用后，还需

要加强对工程的后期维护和管理，及时修复和维护设施，

确保其长期有效运行。另外，工程质量管理还需要注重技

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技术创新是

提高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可以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加强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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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工程管理队伍，为工程质量管

理提供有力的支持。 

3.3 融入信息化管理技术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面临着诸多

挑战和机遇。为了提高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效率和水平，

融入信息化管理技术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案。信息化

管理技术的引入不仅可以提升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科学

性和智能化，还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农村水利

工程的运行效益。信息化管理技术的融入，首先需要建立

一个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建立农村

水利工程的数据库，收集和整理各种与工程相关的信息，包

括水利工程的设计、施工、运维等各个环节的数据。通过这

个系统，管理者可以随时了解到工程的实时状态、运行情况

以及各项指标的达标情况，从而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
[5]
。 

其次，信息化管理技术可以通过建立智能化的监测系

统，实现对农村水利工程的远程监控和预警。通过安装传

感器和监测设备，可以实时监测水利工程的水位、水质、

水压等参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预警。同时，监测系统

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帮助管理者做出合理的决策。另外，信息化管理技术还可

以通过建立决策支持系统，提供科学的决策分析和辅助工

具。通过收集和整理历史数据、现场监测数据以及相关的

经济、社会、环境等数据，可以建立决策模型，对农村水

利工程的管理进行优化和调整。管理者可以通过这个系统，

进行各种决策分析，包括资源配置、工程优化、风险评估

等，从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最后，信息化管理技术还可以通过建立移动化的管理

平台，实现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便捷和高效。通过移动设

备和互联网技术，管理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工程的监控和

管理，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户外，都可以实时获取工程

的信息和数据。同时，移动化的管理平台还可以实现与相

关部门和专家的远程协作和交流，提高管理的协同性和合

作性。 

3.4 搭建高素质管理团队 

首先，人员选拔是搭建高素质管理团队的基础。在人

员选拔过程中，应该注重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评估。除

了对候选人的学历、工作经验等硬性条件进行考察外，还

应该注重对候选人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

等软性素质的评估。通过面试、考核和综合评估等手段，

筛选出具备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为搭建高素质管理团队打

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培训是提升管理团队素质的重要途径。农村水

利工程管理涉及到多个专业领域，需要管理人员具备广泛

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组织管理人员参加培训课程和学习

交流活动，提升其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培训内容可以包括水利工程规划与设计、工程建设管理、

项目运营与维护等方面的知识。此外，还可以组织管理人

员参观学习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水利工程管理经验，开阔他

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除了培训，激励机制也

是搭建高素质管理团队的重要手段。在激励机制上，应该

注重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的有效结合。通过建立科学的绩

效考核体系，对管理人员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将优秀的

管理人员适时奖励，同时对表现不佳的管理人员进行督促

和改进。此外，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也能够吸引和留住优

秀的管理人才。薪酬应该与个人绩效和团队绩效挂钩，给

予表现突出的管理人员一定的薪资提升和晋升机会，激发

他们的工作动力和创造力。 

最后，团队建设是搭建高素质管理团队的关键环节。

团队建设应该注重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凝聚力。通过组织

团队活动、定期召开团队会议等方式，增进团队成员之间

的交流和合作，建立良好的团队氛围。 

4 结束语 

在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中离不开管理制度的科学支持，

因此管理人员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加强对工程管理机制的

有效建设，落实全过程和精细化的工作思维，使各项施工

活动能够变得更加规范，有效地减少质量问题的发生概率，

推动水利工程管理能够朝着专业性以及规范性的方向不

断地发展，促进我国水利行业的稳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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