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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农田水利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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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业生产的水利工程项目的建造过程中来看，主要的工程项目建造目的就是为了农业生产的农田灌溉，此外，一些

农业水利工程项目的建造也可以针对提低盐碱化的防治等等，可以说水利工程项目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广泛

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加上我国的巨量人口，这些内在要求是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发展农村农业，保证农

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从这个层面出发，也要求我们必须积极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农田灌溉

水利工程项目，有效满足农田灌溉的需要。虽然在城镇化急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农业生产的份额在大量降低，而农村的生

产规模化、集约化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农业生产的趋势和潮流，所以农田灌溉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可以更好的推动农业生产的

现代化发展，更好的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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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oces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nstruc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construction of projects 

is irriga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ddition, construction of some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also be aimed a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ow salinity and alkalization, which can be said tha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 a very extensive role i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a huge population of 

our country, so we must actively develop rural agriculture, ensur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income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farmers.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also need to actively establish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hich are effective for irrigation. Although in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social background, 

sha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 large number of reduction, and rural production scale, intensification has become a new trend and 

tre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better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eet nee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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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是一项综合的工程建设，其涵盖了排水建设、灌溉建设以及防旱防涝建设，可以说农田水利

建设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农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农田水利建设也进入了高峰期，两者的

发展呈现出了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国家对农业的

重视程度也有了新的调整，另外从事农业的人数也逐渐较少。这一切形势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农田水利

的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农田水利和农业的长远发展。 

1 农田水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水利工程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由于我国的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方式以及农作物类型有很大的差别，此外，水资源的分布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

在农业农村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项目的建造标准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各个地区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都是以各

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这也造成了个地方的工程项目建造标准的不一致，管理起来的难度一夜就变得相对较大。特

别是在一些经济实力相对较差的地区，在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建造方面，往往由于建造资金相对有限，因此工程项目的

建造质量标准可能并不高，而且由于后期运行过程中的维护管理的人才和资金的不到位，也造成了工程项目的老化速度

加快，使用寿命明显缩短。这些问题都影响了农村地区的水利工程项目的正常使用以及农业生产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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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在目前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社会背景下，与城市当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较而言，在农村农业的灌溉水利工程项

目的建设方面，资金的整体支持力度是比较小的，一般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资金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

因此这也大大的减少了农业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资本来源渠道。由于农村灌溉水利工程项目在建设完成后的试用

阶段产生的收益是比较难以看得见的，因此各个地区的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会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短时间内产生巨

大经济效益的基础工程的建设，而常常忽略了灌溉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这也直接影响了农业的正常发展
[1]
。 

1.3 农田水利工程老旧，不足以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 

当前的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使用的灌溉水利工程项目很多都是上个世纪修建的，经过了长期的使用后，这些原本

的施工建造技术和标准都相对较低的水利工程项目已经非常破败，加上试用阶段的养护管理以及日常的维修没有跟上，

使得该水利工程项目的功能难以更好的满足当前的农业生产的需求。同时那些老旧的设备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节水灌溉的效率都非常低，如果农业生产的农田灌溉无法有效的满足，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减产的现象，农民的收

入就无法有效的提高
[2]
。 

2 加强改进农田水利发展的意义 

在当前的农业农村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必须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的加强和改善农业农村灌溉水利工程项目

建设的总体质量，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促进中国农业农村的高质量、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农业农田灌溉水利工程项目的

高质量建设以及高水平维护保养可以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提供坚实的灌溉用水的保障，这使得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有效的抗击干旱和洪涝灾害，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提升农作物产量，有效的提高农民的务农收入。 

3 探究农田水利问题的主要成因 

3.1 政策制度因素 

由于改革开放已前，社会经济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国家设立专项的农田水利发展费用，使得农田水利建设有着

较为强大的支撑依靠。但是新社会背景下，工业迅速发展，农业退居次要位置，国家财政又面临紧张局面，无暇顾及

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而农村税改执行后，更加剧了这一紧张局势，农田水利建设可谓是举步维艰
[3]
。 

3.2 社会经济因素 

劳动力因素是社会因素的主要构成。新时代背景下，人们转变了曾经靠地吃饭的状态，转为投身带来巨大经济效

益的工业生产、电子信息行业，只剩下老弱群体坚持从事农业生产，及水利设施建设。社会大环境综合情况造成农田

水利建设的低迷现象。 

4 促进我国农田水利发展的对策 

4.1 完善农田水利工程设计 

由于目前的农业农村的水利工程项目的总体建设水平是比较低的，有关的农业灌溉用水利工程项目的功能也比较

落后，所以必须要采取切实有效的解决方式，提高农村灌溉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总体质量和水平。在前期进行科学

合理的水利工程项目的设计，设计人员必须要充分的了解到工程项目建设所在区域的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以及地质地

貌等等，有针对性的结合专业能力和工程项目需求进行合理的方案设计，保证工程项目的建造标准和建设质量。 

4.2 融资渠道的扩展性 

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因为资金影响着整个农田水利工程的经济发展，所以，要合理解决融

资问题，并促进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其中，主要表现在：其一，要增加地方政府资金的投入，在这种形式上，相关政

府就要重视资金的利用，并重视农田水利工程的积极发展
[4]
。其二，鼓励一些个人积极参加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去，

并为其提供较大的资金支持，以使获得较大收益。其三，相关部门还要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当做一个经营项目，并利

用相关方法吸引资金的利用，从而保证在新时期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提高。 

4.3 加强农田水利立法 

加强农田水利立法是当前农田水利工作最为紧迫的任务。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加快农田水

利立法,尽快改变农田水利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必须尽快出台农田水利方面的法律法规,确立新时期农田水利的工作

方针。健全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体制,明晰投人责任,建立农田水利长效管护机制,将农田水利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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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强农田水利队伍的建设 

不管是什么行业，人才都是最重要最基础和最关键的，在农业农村的灌溉用水利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阶段也都

需要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有关管理部门必须针对工程项目建造施工的实际情况，选聘较高专业技术水准

的设计和使用人员进行水利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建设，确保工程项目设计建设的总体质量以及总体水平，确保工程

项目具备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功能。此外没在工程项目的建造施工的过程中也要做好严格的施工监督和管理，确保

工程项目的建造质量
[6]
。 

4.5 确立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作方针 

政府应制定有效的灌溉用水管理办法，详细了解农田水利灌溉的特点，针对其特点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让农民

参与管理农田水利工程相关设备更为实际，通过在流域内建立统一的水权利益制衡机制，让当地的干部分配一定的管

理权限给农民，由于人们对于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特殊地区较为了解，一旦出现问题，凭借自身判断可以解决一些问

题，节省了人力、财力，也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4.6 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农民节水意识 

协调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关系，以科学发展观完善水资源配置体系。协调投入产出关系实行计划供水，

既注重满足当前需要，也要积极进行水资源的保护与治理，形成水资源开发的良性循环，搞好开源与节流，以节约为

前提扩大供水能力，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将开发原水与再生处理及回用污废水同重，注重转害为利，将洪水转

变为可利用水资源。提高农民的节约用水意识，改善水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要改善群众的观念，通过高科技的手

段，转变传统低效的灌溉方式，科学合理地进行灌溉，以抗旱防涝保收
[7]
。 

5 结语 

新时代下，农田水利兴建作为一项惠国惠民的民生工程，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

作用。由于我国复杂的水资源形势，农田水利政策与制度的缺失，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农田水利存在着设备技术

落后、管理缺陷、水资源浪费严重、农民兴建水利无积极性等现实问题，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建设。我们必须采取

措施完善政策制度，加强组织管理，优化设备配置，引进先进技术，加大资金投入，调动农民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

农田水利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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