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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中,农田水利工程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质量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我

国农业生产覆盖全国不同地区,各个地区自然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投

入也有明显不足。本文在明确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必要性基础上,分析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结合

实际提出工程提升优化的基本策略,以此在提升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基础上,为我国农业产业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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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Gulinur Y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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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vers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invest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lso obviously insufficien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struction necessity of agricultur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strategy of project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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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无可替代,坚持以高标准建设农田水利

工程,是确保农业生产稳定,农业经济效

益实现的重要条件。由于经济社会因素

影响,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虽然一直保持

高水平投入,但是由于技术和建设理念

等因素影响,实际运行水平依然较为低

下,无法满足当前农业生产精细化管理

的现实要求。 

1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必要性 

1.1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促

进作用 

在风电机组的工作过程中,传动系

统的维护与故障诊断尤为重要,其关系

着风电机的运行与发电效率,进而间接

影响经济效益,因此,做好对传动系统的

日常监测,维修与故障排除对生产生活

具有重要作用。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做好

日常检测工作,同时对故障排除与维修

做好记录,并进行维修后定期检验。另外,

对地理条件环境较差的地区或者天气恶

劣等,传动系统的主轴轴承和齿轮轴承

受压力更为严重,因此,相关人员需基于

各地基本情况,建立适宜机制,确保检测

工作的机制,确保对风电机组传动系统

的维修效率,保证发电质量,减少非必要

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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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满足农业生产

灌溉和耕作用水的基础性设施,优化水

利工程建设,能够有效改善农作物生长

环境,促进作物良好生长,尤其是地方小

型水利设施,可谓是农业生产的毛细血

管。同时,在农田水利设施长期运行中,

还能够起到调节局部气候的重要作用,

对周边植被和水循环起到良好的促进作

用。在干旱季节,能够通过水库储备水及

时对作物进行灌溉,在洪涝时,又能够及

时排水,减少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减少农业生产损失,提升农业生产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 

1.2农田水利工程提升优化必要

性 

虽然农田水利工程在实际运行中,

能够对农业生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各个环

节中,也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多数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都需要占用一定的土地

资源,在施工过程中,对当地生物环境造

成影响,在建设质量控制不当的情形下,

还会对土壤环境造成破坏,对生态环境

造成污染。其次是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和运行中,会存在工程废水或河道泥沙

聚积等现象,在处理不当情形下,同样会

对水流质量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灌溉

质量。在农田水利工程使用过程中,由于

管理工作不到位,同样会对周边陆生植

物和气候造成影响,对水资源的正常循

环造成影响。因此要确保农田水利工程

的积极作用更好的体现出来,规避由此

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必须依托精细化管

理理念、强化新型技术应用,对农田水利

工程进行整体优化,确保工程效益得以

真正体现。 

2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中

的问题 

2.1农田水利工程布局不合理 

在农田水利工程原有建设管理体系

中,主要是以属地管理模式为主,并且在

同一属地内也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由

此使得工程设计和建设时,主要考虑当

地农业发展短期需求,对水利事业运行

长期性考虑不足,更没有能够重视周边

地区农业生产对水利工程的实际需求。

同时,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经历较为

复杂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工作重心存

在偏差,受人为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受技

术因素限制也较为明显。这不仅造成农

田水利工程灌溉和排涝等基本功能无法

充分发挥出来,还会对周边生态环境发

展造成影响。 

2.2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监督不

到位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需

要依照规范制度,进行科学管理和调度,

在保障基本灌溉和排涝等功能的同时,

更好的提升区域范围内水资源利用水平,

提升生态保护水平。但是当前我国多数

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运行中,还是以粗

放式管理模式为主,存在多头管理、管理

缺失等实际问题[2]。部分水利设施使用

存在混乱状态,缺乏必要的维护措施,在

部分设施出现问题时,无法进行及时维

护,出现设备无法正常运行,甚至是遭到

破坏的情形。由此不仅使得农田水利设

施无法正常运行,甚至还会给管理部门

和农户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3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发挥不

充分 

新时期背景下,随着农业生产精细

化管理水平台提升,对农田水利工程运

行质量也提出更高要求。这就要求对现

有农田水利设施进行全方位改造,强化

信息化建设和新型设备的应用。但是由

于水利管理工作体系较为复杂,资金投

入来源有限,人力资源投入严重不足,使

得这方面建设严重滞后,无法满足水利

工程运行基本要求。在部分地区管理工

作中,还存在重前期建设、轻后期投入

的实际问题,各级管理部门之间无法形

成有效对接,进而造成整体运行效率低

下,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

出来。 

2.4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系不完善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

应当依托高效管理进行弥补,但是在当

前农田水利工作开展中,受传统管理思

维模式影响,管理体系建设方面依然较

为滞后。以某地区农田水利管理系统为

例,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部门之间责任

和权利不对等,管理和使用环节相互脱

节,用水管理和收费管理衔接不畅,使得

管理工作成效难以体现出来。同时,在农

村地区新农村建设、商品粮基地建设、

乡村振兴项目开发过程中,水资源利用

形式也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由此不仅

造成管理方面问题,甚至会出现盲目性

建设、重复建设等后续问题。 

3 农田水利工程提升优化基本

策略 

3.1以科学规划为基本引领 

要从根本上实现农田水利工程的全

面优化,必须要坚持以新时代社会主义

建设思想为基本指引,以科学规划为基

本引领,坚持将农民利益和生态利益置

于设计、建设和运行整体体系。在基层

水利部门建设和管理工作开展中,要全

面做好前期勘察工作,以省级水利部门

总体部署为基本依据,明确水利工程实

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构建长期规划和

建设目标,并结合资金投入、人力资源、

农业经济发展要求等各个方面实际条件,

依照缓急轻重、分布实施的基本原则,

从整体上做好规划[3]。对于涉及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要能

够由高一级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加强协

调力度,避免由于多头管理和粗放式管

理模式带来的后续问题,确保实际建设

水平不断提升,满足农业经济和生态保

护长期发展要求。 

3.2强化工程建设质量控制 

强化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控制水

平,是确保整体优化措施得以落实的基

本前提。针对当前水利工程建设技术落

后、信息化建设不足、甚至有出现贪腐

等现象,要严格依照法律规范和党纪进

行处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要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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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理工作制度,通过第三方监理工作

开展,对工程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统一

把控。对于涵闸、泵站等技术性较强的

建设环节,要由政府部门依照公共设施

建设规范,统一进行招标管理。在工程建

设流程中,还应当强化群众监督、新闻监

督等方面作用发挥,通过对监督代表进

行集中培训的形式,提升代表对质量控

制的认知水平,形成内外部监督相结合

的监督模式,确保工程建设质量达到设

计和运行要求。 

3.3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农田水利工程提升优化,需要资金

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全方位支撑,单纯依

靠政府投入,目前还无法满足建设工作

开展要求。因此对于不同地区水利管理

部门而言,应当结合实际构建多元化投

入机制。在保障政府层面基本投入基础

上,对于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农田水利

工程,可以采取与相关企业合作的方式

进行建设,提升社会力量在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的参与力度,通过经济利益和社

会形象两个方面的驱动,提升企业参与

积极性。而对于部分经济收益不够明显,

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的农田水利建设项

目,则可以通过PPP模式、争取项目贷款

等模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快整体建

设水平[4]。 

3.4创新新型管理养护机制 

管理养护工作是确保农田水利工程

持续运行,确保设施作用正常发挥的基

本前提。针对当前管养工作存在的问题,

应当从如下方面进行创新：首先是要实

现管养制度创新,结合运行现状和管理

目标,对管理内容进行细化,明确不同管

理方面责任,并且要能够实现责权对等。

其次是要在管养工作中强化生态补偿机

制建设,强化绿化、排污等方面建设,在

实现工程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的提升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水平。再次是要能

够强化当地居民参与,提升农民群体对

农田水利工程运行质量的重视程度,更

加积极的参与到管养工作中来,提升工

程运行实效。 

4 结束语 

新时期背景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和运行已经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

本设施,是农业生产水平提升、农村建设

面貌改善和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性条

件。对相关管理部门而言,必须要强化创

新意识,全面革新管理思维,调动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性,以此才能够真正实现农

田水利工程提升优化,确保水利工程运

行实效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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