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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现状和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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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村经济体制不断的创新和改革促使我国新农村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发展，在目前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农村的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也需要与新农村的发展相互适应。因此，要对农村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进行有效的管控，也是农村经济发

展的主要条件。加强此项工作的管控不只可以对农村的居民需要进行满足，还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主要分

析和研究了新农村建设发展条件下，小型农田水利发展的问题以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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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China's rural economic system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China's rural smal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lso need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ountryside. Therefore,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small-scale farmland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rural areas is also the main condition for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of this work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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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农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农田水利工程对于整个农业

的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对

于农村经济以及科技发展来说，有些条件会限制其发展，

在传统的农田水利工程发展过程中，规模是不够大的，而

且技术水准也相对比较低，在农村经济整体发展和灌溉水

利发展需求不断提升的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也无法与经济发展相互适应，所以，新农村发展的

过程中，小型农田水利的管控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文

章通过对农田水利工程管控的现状对管控的策略来分析

和研究。 

1 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现状 

对于农业的发展来说，农田水利工程是整个农业发展的

重要条件，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制度体系建设的保障条件。 

农村的小型农田水利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其自身的包容性比较强。到水利工程能够为每一个农村的

居民提供保障。对于小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要对各个农业

工作者进行充分的考虑。比如在渠道选择的时候就要对水

利工程的耕地情况进行有效的覆盖，而且水资源的相应管

道也要对各个村庄进行相通，促使各个家庭都可以饮用纯

净水。不过在发展的时候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主要分

为以下几点： 

1.1 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在水利工程发展的过程中，其是整个农业生产和发展

过程中项目比较大的工程，因此在建设的时候就离不开相

关专业部门的技术监督和帮助，不过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完

善以后，各个专业部门离开之后就会促使农田水利工程无

人问津。由于其大部分都是引水以及输水还有配水等等专

业部分组成，但是农业工作者大部分都只会其中的一小部

分，在其它部分无法进行技术的支持，同时此工程也是农

民的集体性的工程，因此就会导致技术的问题出现，无法

对其进行修理和养护。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大部分都是承包

商进行建设，没有后期的维修和养护，所以管控无法有效

的落实，制度体系也无法有效的落实
[1]
。 

1.2 管控的职责不够明了 

对于管控体系来说，管控制度不够完善，这也会导致

其它的问题出现，很多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控职责不

够明了，而且责任主体也不够明了。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在

对其进行维护和保养的时候，大部分的农业工作者还有生

产队和村庄的人民不具备专业技术，而且水利工程师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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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就会产生推卸责任的问题。此种问题的产生，在

一定方面会导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使用效果降低，如果

维修保养达不到标准就会导致引水问题以及配水的问题，

将农村的福利工程降到了问题工程。 

1.3 农民的创新观念不够高 

大部分的农业工作者都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会导致

效益受损，因此对于农田水利工程会有一定的疑惑。由于

农业工作者对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没有进一步的了解，而

且并不了解其对农作物是否产生影响，对于其自身的收益

以及资金的投入都没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些问题就会导致

农业工作者按照自身务实的态度对农田水利工程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农业工作者只是想到天气的因

素，对于农田水利工程没有一定的认同性。因此，对小型

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发展重要的是要对农业工作者的观念

进行有效的转变。假如农业工作者对农田水利工程进行了

一定的认可，就会对其进行接受，而且还会对其进行有效

的支持。假如农业工作者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就会

导致普及程度降低。所以，对于新农村的发展来说，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加强农业工作者的参与

程度，促进其水利工程的发展以及带来的收益
[2]
。 

1.4 不具备有效的资金支持 

对于各行各业来说，其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都与资金的

因素密切相关，科技不断的进步也会促使技术的更新，假

如没有有效的资金支持，就会导致其无法进行运转，对于

新型农村来说，其自身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目前，我国

经济实力不断的发展和加强，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在不断的

提升，新农村的建设和传统农村的建设有着一定的区别，

因此农田的水利工程也有着一定的改善。不过，对于农村

的发展来说，农田水利没有达到相应的成效，并且对于农

业工作者没有得到一定的改变，主要的因素就是资金投入

不够支撑其自身的发展。在人才以及技术方面，要想创新，

都需要资金的周转
[3]
。农村的建设，农田水利的发展是具

有长期性的工作，要保证资金的有效支撑，我国虽然对其

有着相应的资金投入，不过落实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问题，

很多的财政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导致建设出现问题。农

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要通过农田水利的发展提升地域方

面的发展，因此，在宏观角度出发，我国财政部门已经得

到了相应的支持。不过通过各个阶层的划分之后，就会导

致资金的流失，建设出现问题。 

2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对策 

2.1 科学规定各级政府在建设小型农田水利中享有

的权力 

中央一号文件对党中央、省级提出了以下要求：设立

专项资金以补助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注重改造中低产田及

大型灌区节水、开发重点水利工程等。就其本质来讲，小

型农田水利属于公益范畴。因此，在保持原有事权的基础

上，建立多层次、多元化投资机制尤为必要。 

为实现上述目标，笔者建议从以下内容入手：首先，

通过采取奖补结合、优惠贷款、财政贴息等措施以对投资、

融资方式进行创新，从而增加社会资金的份额，并丰富资

金来源途径；其次，充分利用主渠道———公共财政，在

政府主导下，加强各部门协作、配合力度，进而促进公共

财政机制稳步增长；再者，转变投入方式，以县取代地区

分散，从而实现全面建设；最后，科学规定、划分各级政

府享有的权利，促使资金投入更趋多层次。 

2.2 调动农民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 

建设农田水利的最终目的是为农民服务，以提高其农

业经济收入水平。农民的认可、参与，对加速、保质完成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兴建小型农田水利

时，应通过村务公开栏、新闻媒体、报纸等媒介进行大力

宣传，不但要强化农民的建设意识，还要调动其参与建设

的积极、主动性。在实际建设中，须遵循民主、法制等原

则，并采取先干后补、以奖代补等措施以激发弄面参与其

中（建设前期、过程，建设后的维护等）的兴趣
[4]
。 

2.3 健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及法律 

俗话说“磨刀不去砍柴工”。在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前，完善规划体系至关重要。在进行编制、规划时，须

遵循统筹安排原则，将各个地区的农业发展需求纳入考虑

范畴，并将工程、非工程措施有机结合及全面开展各类型

工程建设，以实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多层次、多元

化、协调发展。在县级农田水利规划基础上，将有关部门

水利项目资金进行有效整合，以确保统一规划、使用资金，

从而提升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此外，健全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法律尤为必要。不论是国家还是省级政府，皆应制定、

出台相关法律，以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制度化、规范化。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还应对农田水利的各方面内容进行详

细规定，例如：建设体系、各级政府权责、投资机制等。 

2.4 加强小型水利工程薄弱建设环节的管控 

在对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对其各个建

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把控，保证水利工程以及土地的

整治还有耕地的品质相互融合，把其与整个农村经济的建

设发展以及环境的发展相互融合。对于其政府而言，要不

断加强资金的有效投入，利用各种方式对小型农田水利的

资金进行有效的保障。对缺水的问题要进行及时的解决，

按照薄弱的建设环节进行有效改善措施的落实，进而改善问

题。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应急能力，并且进行应急方案

的建设和落实。除此之外，还要对农业工作者以及农民的积

极性进行提升，积极参与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去，做好耕地流

转，做好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同时对农村居民进行一定

的培训，使农村居民切实了解农田水利建设的作用
[5]
。 

2.5 做好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为了进一步促进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就要对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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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设施进行加强，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品质，不仅能

够加强农村的灾害抵御能力，还能够提升居民的用水效益。

在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下面几点： 

①要整改现有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做好清淤扩容

工作，做好整修配套工作，做好除险加固工作，从而提升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蓄水供水能力和抗灾减灾能力。当地

政府可以建设诸如水窑和水池之类的调蓄工程，从而缓解

当地农业用水紧张的现状，提升农村抗旱能力。②要做好

对河道堤防的整治工作。对于现有病险水库，要及时对其

进行除险加固，同时建立起完善的防洪保障体系，确保当

地农村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③要建设农村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大力发展喷灌、滴灌等先进灌溉技术，同时做好大

型灌区末级渠系建设工作以及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配套设

施建设工作。④还要做好农村饮水解困工程建设工作。要

切实了解当前农村面临的饮水困难问题，提升当地供水保

证率，确保农村居民可以引用到干净、安全的饮用水，从

而实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2.6 对体制体系进行创新 

对于农田水利来说，其自身的建设范围是比较广的，

要对其进行管控机制体系的有效建设和完善是工程效益

提升的关键性因素，所以，要在保证体制机制进行创新的

基础之上对程序进行完善，加强管控水准：首先，对管控

机制体系进行创新。通过相关的管理规定对农民的税费支

出以及用水的节约还有灌排工程都要进行有效的管控，对

其农业方面的水价进行科学合理的保证，对公益性的部门

维护费用以及考评机制体系进行完善。了对于小型的水利

工程来说，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而且经济性比较强，

具备一定的长期效应，为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为了项目绩效的管控模式要进行类别的区分。对其

进行动态化以及系统化的管控，保证评价体系的全面化以

及多元化，促进结果的公平公正程度。在考评完成以后要

对其进行业绩方面的考核，加强支持农业资金的使用成效。 

2.7 加大宣传，提升农民自身的工作热情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发展来说，农业工作者是对水利工

程建设受到利益的主体，因此，水利工程建设不只是要对

农业工作者的要求进行满足，还要加强其自身的参与程度。

传统水利工程的建设模式无法与目前新农村建设发展的

模式相适应，要对农业工作者自身的实际需要以及决策进

行鼓励和落实。加大宣传，提升其对水利工程的研究，促

进其积极的参与和管控。而且，还要对农业工作者自身的

意见进行考虑，对其进行金融行业的知识传授，不只是能

够提升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还能够减少剩余劳动力的压

力问题，提升农村的经济发展效益。 

3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现在的农村发展现状来说，小型的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还有着一定的问题需要进行改善，在新农

村发展的条件下，要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的解决，要在其水

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各个环节的建设管控还有几处

设施建设以及维护养护等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管控。通过对

这些工作的管控和创新，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除此之

外，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条件下，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

架设的时候还有着一定的制度管理体系不够完善，管控的

职责没有进行明确而且农业工作者自身的观念比较传统，

按照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就要对水利工程建设以及管控

的时候对制度体系进行完善，并且做到有效的落实，除此之

外，还要对农田水利工程加强保护和管控，对其有效的运行，

以及运行的效益进行提升。对于新型农村的发展来说，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是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也促进了我国

社会的不断进步，提升农业工作者自身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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