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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为万物之本,人们生活生产过程中,都离不开水。我国自古就有水车、水坝、运河等水利工程

的建设,更是利用技术和知识,建造了一个个后世叹服的水利工程。特别是农业发展,更是离不不开水利

工程的兴建于水利设施的完善。我国水资源分布总量大,人均少的特点,存在南北分布不均,而我国优势

传统上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多,近些年,我国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农田水利

设施改造以及中小河流治理等措施,旨在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真正解决农村人口用

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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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村水利工程存在规模不大,工程

建设项目不集中,施工条件恶劣以及基

础设施较差等特点,因此要求在农村水

利工程建设及管理过程中,要针对具体

的情况实施相适应的管理手段。另外,

农村水利工程多以灌溉、引用为主,如何

能够保护水利设施以及提升水资源利用

效率的管理,也是农村水利工程管理过

程中需要解决的一项重点问题以及今后

需要改进的方向。本文针对农村水利工

程的特点,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

后需要改进的方向,为今后农村水利工

程管理提供建议和参考。 

1 我国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概述 

1.1整体水利设施基础落后 

我国农村村落较为分散,许多水利

设施为建国初期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前

建设的项目,时间较长,许多设施已经破

坏丧失应有的功能,严重影响农村人口

的用水需求。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加

大了对农村水利工程的修缮和建设工作,

但是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想全部完

善水利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以及时间,因此农村水利工程的完

善和建设仍然需要较长时间。 

1.2大部分农村饮水质量堪忧 

许多农村人口仍然在饮用自家打的

井水、河水等水源,缺少集中供水。随着

经济发展,部分地区水环境质量存在不

同程度的污染,导致地下水下降、河流等

天然水源受到污染,对于靠这些水源为

生的人口,饮水安全成为重大隐患。因此,

农村集中供水的水利工程项目亟待推进

落实,保证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1.3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方面缺少

人员 

许多建设完工的农村水利工程,多

数委派当地村委会等农民自己进行管

理,这些人员往往缺少专业知识,没有

管理理念,导致许多已经建成的水利设

施运行寿命变短,许多设施遭到破坏甚

至损毁,因此,亟待吸收较为专业的农

村水利工程管理人员,对已经建成和正

在建设的水利工程项目进行必要的管

理和维护。 

2 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存在的

问题 

2.1农村水利工程管理观念落后 

受农村较为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观念影响,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上存在

观念落后,不能引起重视的主要问题。虽

然,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农村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一些

农民仍然存在个体主义和小农意识,这

对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上起到了限制。 

2.2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机构不完善 

大多数农村的水利工程管理机构都

是由村委会甚至是农民自己管理的,这

些机构缺少管理的内在动力,在机构创

建一开始,就不具备完整性与合理性。机

构职责不清,没有相关机制约束,管理人

员缺少必要的管理能力,致使管理模式

趋向粗犷模式,自然对农村水利工程设

施维护不利。 

2.3缺少后期资金支持 

工程建设需要投资,而为了更好的

发挥工程效益,在后续农村水利工程管

理中也要投入资金,对已经建成的水利

工程进行必要的管理维护。而各级政府

在建设农村水利工程项目时,一次性投

资已经不到位,对于后期维护管理的资

金更是没有办法跟进。资金的匮乏,导致

农村水利工程在运行过程中缺少必要的

管理和维护,使得降低其发挥效益的效

率,也缩短其使用寿命,导致一些工程过

早的失灵废弃。 

2.4人员配备不足缺少管理知识 

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进行,脱贫攻

坚工作也在关键时刻,国家对于农村水

利工程建设十分重视,从上至下,兴建

许多农村基础水利工程。许多农村的水

利工程设施也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补

强。但是,这些水利工程后期的管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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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专业人才,许多人对水利工程管理并

不了解。权责不清晰,甚至一些日常管理

机构没有人员管理,严重缺少相关人才。

技术人才匮乏,基层管理人员缺少相关

管理技能培训,不能够很好的履职尽责。 

2.5基础设施等通信手段较落后 

许多农村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较差,

许多地方甚至没有网络,导致一些必要

的水利工程设施维护和监测无法利用现

代化的信息手段,许多管理活动只能依

靠人工采集数据,这影响到管理效率,不

利于农村水利水电工程的管理。 

3 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改进方向 

问题需要总结,更需要改进,农村水

利工程管理问题非一朝一夕。改正也是

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理清问题根源,找

到切实可行的改进方向,抓住重点进行

与时俱进的创新,主要方向如下： 

3.1制度保障,机构完善 

针对农村水利水电特点,完善相关

制度建设,在农村水利工程驻地处成立

管理机构,机构要明晰权责,针对不同地

区结合管理内容,做好制度编制建设工

作。认真落实上级水利部门的要求,可针

对实际情况设置必要的办公场所,做好

管理职责的宣贯,约束管理人员行为,

“还权于民,用之于民”,让百姓管理,

设置奖励,提升参与热情,真正做到“从

基层来,到基层去”以基层管基层,健全

基层机构和管理职能,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出台地方的政策和规章。 

3.2管理更近,人才先行 

建立培训计划,完善培训台账,定期

对基层水利工程专业管理人员进行知识

和相关技能培训,政策给予基层水利工

程管理人员奖励晋升优惠,激励管理人

员不断提升自我知识水平,把学习到的

管理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应用的实际

管理工作中。对专业人才要加大引进优

惠力度,提升相关福利待遇,切实招徕

有能力的有水平的专业人员,从人员本

质上提升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队伍素

质,使人员能够满足农村水利工程管理

的需求。 

3.3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

是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建设,保证现代化

的通信手段和技术能够及时在农村水利

工程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提升管理效

率。现代化的通讯可以及时反馈数据,

建立共享平台,能够及时发现管理工作

中的不足,及时完成隐患整改。 

3.4多渠道资金保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管理需要资

金,许多基层水利工程缺少资金,国家已

经引起重视。近年来,纷纷加大了对工程

维护管理方面的投入。此外,地方政府和

管理主体需要积极拓展融资投资渠道,

可以开发部分承包养殖或者旅游,吸引

多渠道的资金,能够有效缓解地方财政

的压力,对于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也是

大有好处。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也有利

于监督完善管理水平。与此同时,要注重

资金使用的管理,专款专用,必须保证管

理资金落到实处,实现资金资源的优化

配置。 

3.5加大创新力度,实现科学管理 

创新是动力,是行业进去的不竭源

泉。大到民族,小到集体,创新都能带来

可观的收益。因此,积极的寻求管理上创

新,结合实际,创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

具体措施,都能够帮助基层水利工程管

理取得更好的进展和管理效果。这样不

仅能够收获更丰富的经验,也能从本质

上提升管理效率,节约管理成本,一举两

得。将一些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与管理工

作中,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提升管理理

念,并作为管理工作的指导。逐步加强农

村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构建大数

据平台,使得地区甚至全国可以分享相

关管理数据和管理成果,形成规模,及时

掌握水利工程状态,发现隐患问题及时

进行反馈整改。 

4 结语 

受农村水利工程特点和建设规模的

影响,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存在复杂性,

滞后性等特点。随着“十四五”的顺利

起航,脱贫攻坚工作的历史性胜利以及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农村水利

工程建设与管理都向着更加科学规范的

方向前进。“十三五”期间,我国农村水

利工程建设取得了成就,“十四五”要重

点做好这些来之不易成果的维护,科学

寻求管理策略,真正解决实际管理问题。

为完成两个百年计划,解决农村人口贫

困问题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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