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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灌溉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本文结合当前基层农

村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现状,对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合理解决措施,推动农村农田水

利灌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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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

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国家发

展上起着关键作用。农田水利灌溉工程

管理是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

理水平会直接影响农业产量和质量,以

及农村经济效益。所以对农村农田水利

灌溉工程管理中的问题实行分析是非

常必要的。 

1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是对农田水

利运行中涉及的相关设施予以管理,从

而提高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应用效率,

增大农业产量。在水资源较为缺乏的社

会环境下,水资源供应矛盾日益加剧,增

大水资源利用率,是农村农田水利灌溉

工程的核心目的。 

2 农村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

的必要性 

一是有利于实现节约用水、环境保

护的目标。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人民

节水意识不强,我国农村在农业发展中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降

低了农作物质量和产量。为此,在农田

水利灌溉工程中,应加大管理力度,采

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实现水资源节约,

避免产生浪费问题,提升农村农业经济

水平。 

二是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益,保证生

活质量。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的开展

能够增强农业抵抗外界不良环境影响的

能力,改善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同时也

能够对现有不合理水价予以调整,在增

大水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降低农民用水

负担,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三是有利于维护用水秩序,促进社

会和谐。在农业发展中,不同区域的用水

量存在着一定差异,在有限的水资源内,

要想加强各区域用水的合理性,做好农

田灌溉用水的调度和调控是非常必要

的。而管理工作的开展则为水资源调度

和管控提供了帮助,通过专业化的管理

对策可以减少因水资源使用不当产生的

矛盾,进而推动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实

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 

3 农田水利灌溉中的问题 

3.1基础薄弱,基本功能无法发挥 

农村现有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大多

建设时间较早,年代久远,在长时间使用

中存在各种老化、年久失修问题,且新建

工程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模式,基础功

能建设效果不佳,这使得农田水利灌溉

工程存在较多的质量通病,自身的防洪

抗旱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大大降低了

工程建设的实用价值。 

3.2灌溉渠道淤泥严重 

农村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在建设中大

多是以土质渠道为主的,虽然开挖作业

较为简单,但是在长时间使用中,受到雨

水的冲刷和侵蚀,很多灌溉渠道都出现

了堵塞的现象,渠道中堆积的泥沙淤泥

较多,抑制了水源的流通,降低了整体灌

溉效率。 

 

灌溉渠道淤泥严重图1 

 

渠道损坏严重图2 

3.3农田水利灌溉效益较低 

造成农田水利灌溉效益下降的因素

有：受环境污染的影响,年平均降水量锐

减,但人口基数却在不断变大,用水量增

多,为农业用水带来了制约；农田水利灌

溉工程中的出水量较低,工业生产造成

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农业生产用水受

到影响；水管部门地处偏远地区,交通

不便,在水费的收取上存在较大困难,

再加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放缓,使得

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营经常出现入不敷

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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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管理制度不健全 

现阶段,农村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

程中,仍在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

式和理念,管理人员只是针对水利灌溉

工程的性能、经济效益及安全实行管理,

对于其他影响因素并未加以重视。且在

管理体制建设中,也依附于其他管理工

作,并未形成独立的管理系统,降低了管

理效率,阻碍了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发

展。另外,旧的管理机制的应用对于人们

意识的提高也带来了阻碍,无法及时结

合市场发展需求实行结构的有效调整,

为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制约。 

3.5农民自身的积极性不高 

农作物种植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需要消耗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还很容易

受到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而降低农作物

的产量和质量。所以现阶段很多农民都

选择进城打工来赚取更多的资金,改善

自身生活品质,真正参与农业发展的人

群较少。再者,很多农村干部都未经过专

业培训,缺乏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无法

有效指导农民操作。而且很多乡村干部

都搬到了城市居住,当农民遇到生产问

题时,无法及时找到专业人员进行咨询,

问题不断扩大, 终降低农业生产的经

济效益。这些因素均导致农民参与农田

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的积极性不高,阻碍

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4 农村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

的完善措施 

提高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质量,不

仅能够增大水资源利用率,为农作物生

长提供充足的水源供应,还能够规范用

水秩序,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4.1促进农田水利灌溉基础设施

建设 

针对农村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中存在

的老化、失修问题,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大

重视力度,对现有灌溉工程实施加固维

修和改造,对损坏较为严重的水利灌溉

工程予以重新建造如图1,以确保其性能

的充分发挥。尤其对于一些边远贫困地

区及一些年代久远的中小泵站来说,要

从急从优完成。且完善防洪抗旱排涝体

系,解决已有水利设施的不足,为农田水

力建设打好基础。 

水利灌溉工程新建图3 

4.2强化思想意识水平 

管理部门人员应当不断加深自身的

思想意识,明确水利灌溉工程管理的要

求和目标,推动管理工作的高效落实,从

而增大水资源利用率,加大水资源调度

和管控力度,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实现节约用水的目标,保护自然环境。同

时在管理中应加强先进技术的应用,且

推广合理用水的理念,不断完善水利灌

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农业用水保障

体系。 

4.3完善管理机制和体制 

农村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工作的

开展,需要完善的管理机制和体制作为

支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农业生产的可

持续发展,加快我国农业经济的进步。基

于此,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要加大

水利灌溉管理单位的体制改革力度,将

水源经济收益纳入财政预算,以促进水

利灌溉管理单位的正常运行。 

4.4加强水利设施管理力度 

水利设施的管理是由各级层水利

部门完成的,要想提高管理水平,就需

要明确划分各级部门管理人员职能,并

要求工作人员将自身职责高度落实到

实际工作中,及时对水利灌溉工程运行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和改善,以推动

工程的顺利运行。此外,针对某些存在

问题的水利设施或者水库,管理部门需

要做好维护工作,提高各个水利设施的

工作效率。 

4.5优化农业水利灌溉水平 

虽然现阶段我国农村农田水利灌溉

工程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技术水平也较

为落后,不过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人

们管理意识的深化,农田水利灌溉工程

的发展速度也将逐渐加快。在管理工作

中,可通过先进技术及理念的引入,结合

现今发展国情进行管理模式的调整和优

化,从而彻底提升农田水利灌溉管理水

平,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村整体

经济现状。 

4.6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为了提高农

业生产水平,增大农民经济效益的措

施。农民在农田水利灌溉中有着较为重

要的作用,相关部门需要选择恰当合理

的方式来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大农田水

利灌溉工程建设的宣传力度,让农民明

确该工程的作用,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工

程建设中来,进而为农村经济建设贡献

力量。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农村农田水利灌溉

工程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需要从管

理体制和制度、技术、思想意识、农民

自身特征等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考量,

然后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和方案,完善

管理工作,从而确保水资源的合理调度

和应用, 终降低水资源损耗,改进农业

生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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