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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生产过程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可以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要想保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效果应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并对建设过程进行有效控制，从而提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效果。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时应对其中的不足进行管理并对管理方法进行优化，通过高质量的管理来提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整体建设质量，更好的推动

我国农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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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nd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e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e should manage the deficiencies and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methods, improv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rough high-quality management, and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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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与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也更加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况，同时也加大了政策、经济方面的扶持力度，整体投

资规模也不断增加。农村地区通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仅可以确保农作物灌溉且可以提升抗洪、防焊水平，为

农业生产提供更大的保障。在新的发展时期，进行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应确保建造过程的科学性并做好后期运行

管理工作，不断增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抗旱、抗洪及排涝功能，同时在建设小型水利工程时还应强化节水灌溉配套

设备建设，保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配套设备使用效果。此外，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还应强化农田保护

工作，避免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从而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充分体现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更好

的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3]
。 

2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中的问题 

2.1 建设及管理力度相对较弱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最初的建设目的就是确保农田灌溉，因此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时应合理选择建设地点

并根据具体情况做好水利工程建筑物构建。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筑物构建过程中，应将国家已经颁布的法律法

规、行业规范、技术标准等进行全面落实。但是在进行具体建设过程中依然还存在问题，例如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筑

物相对分散，这样无形中就增加了建设企业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的投入量。此外，还有一部分参与工程建设的施

工人员专业性、施工常识了解不足，在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参照以往施工经验，这样在无形中也增加施工安全或质量方

面的风险；由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于分散，这样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时需要采用流动管理的方式，不仅给管理工作

带来难度也削弱了监管工作力度，无法真正发挥出工程监管的职能。一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成后在权属方面还存

在一些争议，无法明确后期维修养护责任，当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无法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给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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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不利的影响。 

2.2 未对建设及管理资金进行有效管理 

现阶段，我国多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资金多来自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联合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预算过程

中通常会将总体投入量进行综合考虑，并没有关注到工程管理方面的投入。施工方在确保建设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完成

工程整体建设但是并不会将重点放在管理方面，而是需要相关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投入使用后需要

定期对其进行维修养护，但是这部分资金并不多，而基层乡镇用于这部分的资金也相对较少，无法确保水利工程正常

运行，最终影响农业生产。 

2.3 建设及管理职能不到位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建设与管理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员，因此要想保证建设效果应对各环节人员责任进行明确，

从而实现建设与管理目标。但是在进行具体建设过程中，建设企业、施工企业与管理部门间缺乏沟通，联系不紧密最

终无法明确各方责任。通常是建设企业进行项目管理，施工企业进行施工组织，管理部门并不会多参与施工问题，这

样就出现建设企业管理不到位、施工企业未及时进行管理，管理部门无法第一时间得到施工信息，最终给管理效能带

来影响。各管理方管理工作衔接不及时无法保证管理职能，导致管理缺失，给工程建设与管理带来直接影响
[2]
。 

3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中的问题处理措施 

3.1 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增加资金投入量 

要想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工作可以顺利开展，应根据实际情况投入资金量并强化建设质量管理。在进行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前应做好建设资金需要量评估，然后再根据评估结果最终确定资金投入量。评估资金量时应将施

工方案作为依据并对施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环节进行综合考虑。此外，在进行工程预算时还应将当地经济情况进行综

合考虑，确保工程可以满足工程地点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确保工程投入资金量可以满足工程要求还应全面落实国家

政策并申请农田水利工程专项资金，也可以利用相应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确保工程可以顺利开展。 

3.2 进一步强化工程管理工作 

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时应确保其可以有序开展，通过此来提升工程施工质量。首先，在进行工程招投标

工作时就应融入质量管理。招标工作时应先了解水利工程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选择信誉有保障、专业技术过硬的投

标企业，从而确保施工质量。其次，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会应用到不同的材料及设备，材料及设备质

量与工程建设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应做好材料质量、设备性能检测工作，在保证工程施工安全的基础上提升工

程整体建设质量。最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前还应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并做好施工过程监管工作，在确保施工进度

满足要求的基础上提升工程建设质量
[3]
。 

3.3 根据工程要求合理选择施工技术并构建专业的施工团队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施工人员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还应根据工程特点合理选择施工技术，例如节水灌

溉技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合理应用施工技术并确保施工人员可以按照要求进行操作。因此施工企业应

充分做好施工技术培训工作，通过培训提升施工人员的专业性及规范性，从而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1]
。 

3.4 进一步加大后期管理维护工作 

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应落实深化改革原则，并合理分配工程设施，将管理责任进行全面落

实，明确管理方向及管理目标。目前，我国一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由个体户掌握，这样应明确经营模式并对用水情

况、受益范围进行配置，同时还应科学组织用水情况并对管理模式进行优化。例如，相关设施投入使用后可以由用水

组织提供并合理使用政府补助资金，由受益主体掌握。一些国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进行管理时，可以采用政府公开

招标方式选择管理人员，由专人进行管理，也可以吸引乡镇企业参与到其中，拓宽管理面，从而保证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运行效果，提升管理效率。 

3.5 提升质量管控力度 

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过程中可以从材料及施工工序两方面开展。在进行材料管理时应从源头就控制

其质量，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材料采购及管理，从而保证施工材料质量可以满足相关标准及工程要求。另外，在进行材

料选择时还应做好价格对比，并对质检报告、产品合格证书进行检查，确保其真实性，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管理提供依据。材料进场前还应再进行一次质量抽检，从而保证质量可以满要求，进场后应对材料进行分类并对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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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进行管理，避免因存储不当给材料质量带来影响，保证材料使用效果。施工工序管理时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顺利开

展的基础，通过施工工序管理确保工程建设效果及质量，同时可以对各施工环节进行层层把关，在提升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质量的基础上，确保工程后期运行效果
[4]
。 

 

图 1  质量管理体系 

4 结束语 

可以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可以更好的促进农

业生产，加快农业产业发展。但是现阶段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加大建设

及管理力度，确保建设及管理措施可以满足工程实际要求，建立健全建设及管理制度并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建设资金、

强化后期运行管理等，在提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及运维效果的基础上更好的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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