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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热点问题,我国的农业水平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现代化农业

发展相对落后。大力建设水利灌区是目前国内农业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农田水利灌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也暴露出很多问

题。本文讲就农田水利灌区建设和管理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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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14亿人

口每天消耗的主粮(谷类、豆类以及大原粮)大约为10.15亿千克,我国重视

农业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随着近年来优惠政策的陆续推出,我国的

农产品开增大对外出口,在农业发展上取得了十分重大的突破,而这些成

就都离不开农业水利工程的帮助。农田水利灌区极大地方便了农作物的灌

溉,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链,我国的农业发展正朝着现代化农业

方向迈出脚步。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农田水利灌区的建设及管理问题正

在慢慢暴露出来,我们需要正视这些问题,然后解决它们。 

1 我国农田水利灌区建设管理的必要性 

1.1灌区建设的必要性 

农业生产离不开灌溉,农田灌溉指的是人为活动将水源引到农田。

最早的灌溉方法是农田人挑水到农田进行灌溉,这是比较的笨重的方法,

既耗时又费力,还经常发生灌溉不及时的现象,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

在农业发展早期人们都是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哪个时候的人们都是临

河而居,大概也有这样的原因吧。再后来人们学会了使用工具,人们开始

修建沟渠、兴修水利工程对农田进行浇灌。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有都江

堰,都江堰也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其主要灌溉原理是将岷

江的水源进行截流,将部分水源引向成都平原,对农田进行灌溉,减少了

劳动人民的工作量,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到了东汉时期,水车的出现

又进一步体现出农业灌溉的重要性。水车最早被称作“翻车”,水车的

外形酷似车轮形状,大概经过了三个阶段,从最早的利用人力发动到后

来的畜力发动,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水车低水高送的特性也让我国农

业发展地区进一步扩展到丘陵和山坡地带。到了近现代,水利灌溉的工

作变为修建沟渠,在农业生产地区建设渠道和排水管道,完成对地方水

源的控制调节,相比之前的三种方法更加的便捷,受到自然影响因素也

最小。到了现代,节水灌溉的理念开始被提出,农作物的喷灌、滴灌、地

下灌溉的灌溉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开始逐渐形成灌区的概念,将水库、沟

渠、农田和农作物视为一个整体,将灌溉农业与传统农业形成有机结合。

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明白了,从农业开始出现至今,农民无论是挑水灌

溉还是利用工具进行灌溉或是如今我们提出的“灌区”理念,这些都说

明了灌溉是农业生产中必须要进行的一项活动。没有植物能离开水源自

己生长的,灌溉是维持农作物生产的基础要素,在此基础上农业才能开

始谈粮食产量、粮食品相。 

1.2灌区水利工程管理的必要性 

灌区水利工程的建设是必要的,管理灌区水利工程也是必要的。笔者

接下来提到的灌区管理问题是基于当前我国农田灌区水利工程来说的,我

国将灌区按照面积区分为大型灌区、中型灌区和小型灌区。目前我国的大

型灌区有434处,大型灌区是我国农业正常生产的保障,相对于中小型灌区,

大型灌区不仅仅承担着当地农业生产灌溉的任务,大型灌区还担负着为区

域内居民、企业供水的责任,大型灌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十分巨大,比如宝

鸡的因为灌区影响了周边近14个县市的农业生产,有力的带动当地农民实

现收入增长的目标,同时大型灌区还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重视对大

型灌区的管理关乎整个省市的农业生产,不能够忽视。中型灌区负责县镇

级的农业灌溉,其作用虽然没有大型灌区的影响广泛,但确是承接大型灌

区的过度,是灌溉的细化流程。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大型灌区到小型灌区的

过度,确保水源能够灌溉到农田。小型灌区是农业灌溉的“最后一公里”

问题,能否落实小型灌区的灌区建设将直接决定农业灌溉的成功或者失

败。小型灌区水利包含的沟渠类型多,管理工作比较细节。但是无论是大

型灌区、中型灌区还是小型灌区,其主要目的是确保粮食的生产并希望提

高粮食产量,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管理好农田灌区是实现农业增收

的重要一步,不能马虎敷衍。 

2 我国农田水利灌区建设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灌区建设问题 

农田灌区建设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农田水利灌区的建设

年代过于久远。我国最早一批建设的水利灌区工程至今已经有几十年了,

这些工程的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由于维护不当、自然环境危害等问题出

现设施老化、功能退化的现象,这样的建筑需要及时的修复或者重建。第

二,建设资金投入不够。农田水利灌区工程建设属于民生建设,国家在建设

初期规划的资金投入没有考虑到部分地区建设灌区的困难情况,这就导致

在实际建设的过程中出现资金问题,影响了灌区建设的进度。 

2.2灌区管理问题 

(1)大型灌区管理问题。就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大型灌区的管理问

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忽略了对大型灌区的工程设备的维护。

我国的大型灌区很多都是按规划建设的,时间有先有后,这就导致了一

些地区的大型灌区建设时间较长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工程设备受

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都会出现磨损老化的现象。同时早期的大型灌区工

程规划用的设计标准相较于现在偏低,这就导致某些早期建设的大型灌

区长期处在负荷的工作状态中,极易造成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第二,

大型灌区的管理体制落后,管理太过刻板、缺乏变通。大型灌区都是由

国家出资建设和维护的,采用补助的方式进行灌区运行,但是在实际管

理中,大型灌区的管理主要由区域负责,对大型灌区进行管理维护的地

方不希望将灌区的所有权拱手让出,从而导致一系列的体制问题,最终

影响到大型灌区的工作效率。第三,管理理念落后,机构资金管理难。修

建大型灌区的目的就是解决农业用水问题,修建的目的是希望农业生产

不受到水源的束缚,但是在很多大型灌区,管理者们仍然坚持“多水多用,

少水少用”的原则,完全没有将水资源的调度体现出来,导致缺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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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缺水。同时大型灌区向居民提供生活或者工业生产用水是需要收取

水费的,的大型灌区的管理对水费收取的定义出现偏差,导致灌区收入难

以维持日常维护工作。 

(2)中型灌区管理问题。中型灌区面临着和大型灌区同样的管理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中型灌区实施着分级管理的制度,虽然乡镇将大型灌区的

支渠管理工作分配到各个村进行管理,但是很多村对支渠的管理不够重视,

因为管理好坏都不会增加工资或者降低工资,所以很多地方的中型灌区的

渠道管理都是表面功夫,导致水资源分配严重失衡。 

(3)小型灌区管理问题。相比较大中型灌区管理,小型灌区的管理更加

随意,小型灌区的各个支渠基本上都属于建好就收手的状态,渠道常年得

不到维护,在农村地区,随处可见的是沟渠里长满了水草的情况。农村人们

的集体意识相对薄弱,还容易出现渠道变流的现象。比如,有些人希望给自

己的农田多灌溉一些水源,就堵塞沟渠,将水流引入自己农田,给他人的农

田灌溉造成影响。 

3 对农田水利灌区建设及管理的优化建议 

针对上述农田水利灌区建设及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及

时重视并积极解决,这样才能让我国农业进一步的发展。 

3.1农田水利灌区的建设优化措施 

政府要加大对水利灌区建设的资金投入。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邀请

一些水利专家对当地的工程建设环境进行实地考察,再对水利灌区建设的

资金投入进行大致估算,避免地方资金投入过多造成浪费或者资金投入过

少影响工程建设。地方政府还应该重视对小型灌区沟渠的资金投入,据统

计小型灌区的沟渠修建往往是当地农民自掏腰包,这种情况容易降低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其次,要重视对当地灌区工程的维修。对一些老化甚至已

经被弃用的灌区沟渠进行重新规划,对于还能继续工作的老化沟渠进行加

固,、维修,对已经被弃用的沟渠进行重新规划,让沟渠重新发挥作用。大

中小型灌区重视水利灌区内沟渠的维护工作,安排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定

期检查,加大对工程设备维护的资金投入。同时在小型灌区,管理人员还应

该重视对当地农民的宣传,改变农民的思想,让他们意识到水利灌区的重

要性。 

3.2农田水利灌区的管理优化措施 

农田水利灌区的管理首先要优化管理制度,对于大型灌区的管理,管

理局应该与时俱进,做好大型灌区的信息化管理,确保各灌区能够及时收

到调水指令。并为借鉴中型灌区的管理办法,在灌区实施分段管理制度,

将大型灌区的管理责任落实每一个单位和个人身上,同时要吸取中型灌区

的分段管理教训,做好对个管理段的监督和巡查工作,督促各管理段工作

人员进行工作。对于小型灌区的管理,我认为可以将农田间流经每户的沟

渠进行承包管理,那条渠道的水流流过那家的农田就归谁管,这样就可以

有效地解决农民模式田间沟渠的维护工作。其次重视水利灌区的资金管

理。无论是大型水利灌区还是中型水利灌区都存在资金运行结构不合理的

问题,资金的运转常常出现问题,笔者认为水利管理局可以采取水费分级

制度,让用水多的企业和个人多交水费,保证管理局的运行资金。最后要重

视对水利灌区工程设备的检修维护。 

4 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又关乎十四亿人的生活问题,所以我

国要重视农业发展。目前我国农田水利灌区的建设效果十分显著,大大的

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只有增加农民对水利工程的意

识、增强对水利工程灌区的管理和维护,我国的农田水利灌区建设才能更

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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