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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如何解决资金投入力度不足、融资渠道有限、信息化建设不全面、信息化建设标准

不规范等问题,并拓宽其融资渠道,重视运行管理,为后续灌区科学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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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financing 

channels, incomplet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nonstandar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broaden its financing channels, pay attention to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guarantee 

for the follow-up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irrigation areas. 

[Key words] irrigation distri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引言 

无为市地处沿江圩区,南濒长江,北

依巢湖,地形较为复杂,总的地形趋势是

东南低、西北高,东南沿江一带系圩洲区,

西北、西南为丘陵山区。境内包括蓄、

引、提和自流型大小灌区100多处,其中

万亩以上中型灌区24处,耕地面积约110

万亩。灌区管理模式以镇、村管理为主,

骨干水库、泵站由国营水管单位管理,

基层水管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

管理手段落后,亟待推进现代信息化水

工程管理能力建设。灌区信息化建设是

灌区运行管理必要部分,也是灌区未来

发展的基础以及重要标志。作为灌区工

作的重要环节,灌区信息化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以及广泛利用灌

区水利信息资源,搭建全新的网络数据

库,确保能够完成信息的采集、传输。并

就其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行

决策,制定出合理的反馈模式,为灌区提

供全新的管控方案,全面提升灌区的工

作效率以及效能。作为我国现代农业的

发展方向,同时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推进

灌区信息化建设可以保证整体的工作质

量。另外,还能够提升工作效果,起到一

举多得的作用。 

1 灌区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分析 

在灌区推行信息化建设,可以进一

步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同

时也是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以及重要

保障,是水利现代化的一项关键措施。在

灌区运行管理工作中,依托于现代信息

技术,可以确保带动水利现代化,提升灌

区管理服务水平,降低其成本,提高水资

源利用率。灌区灌溉范围较大,其供水调

度的测量点数量众多,且分布较广,因此

误差率极高。而采用信息化模式,可以进

行及时的传输、分析,制定出科学的管理

方案,确保其数据以及调度方案能够精

确建立实时数据监控系统、网络系统、

数据智能库等。建立实时信息反馈系统,

增加信息的时效性、便捷性以及准确性,

提升灌区管理水平,是灌区运行管理中

重要的管理手段。对测量点进行实时监

控,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能够得到保

障,使水利工程能够发挥自身的作用。加

强管理者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决策,提高

灌区的使用效果。 

2 灌区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览 

2.1资金投入渠道不足 

资金投入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推进灌区节水配

套与续建改造工作,部分地区侧重于渠

首及骨干工程设施续建与改造,信息化

投入相对不足。同时,灌区建设资金,绝

大部分依托于财政投资建设。在后续改

进中,针对于社会资金融资渠道,未能够

有效拓展,灌区建设合力发展机制未形

成。通过大型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部分

灌区渠首和骨干工程已经初步建立了信

息采集系统,对于其渠道的水位、闸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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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控,确保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信息

化系统,全面掌握灌区的灌溉情况,通过

适时调度运用,目前已然为相关管理部

门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2.2灌区信息化建设计划不全 

灌区目前信息化建设规划不全,且

由于投资问题,灌区的信息化建设规划

在内容建设内容上不够完善,建设标准

偏低,配套设施不全面。针对于灌区的信

息化,其依托于灌区续建配套与其节水

改造工程项目,其在于监测以及控制系

统。且由于资金原因,覆盖范围有限,信

息化系统规划尚不全面,仅依托于渠首

以及重要建筑物安装,自动化系统无法

达到全面覆盖的要求。信息化建设缺乏

标准规范,数据较不健全,与目前已然推

行信息化建设的水文、通讯等相关标准

进行对比,可以得知灌区信息化建设的

标准数据模式不统一,厂商设备互联带

来难度,系统兼容性极差[1]。 

2.3灌区信息化建设人才缺失 

在建设中,灌区信息化建设人才缺

失,灌区管理人员信息化技术水准不佳。

针对于复合型人才数量不足,在水利管

理人员中,对信息系统的管理不熟悉,导

致建成信息系统使用难,管理维护的无

法充分发挥自身已有的作用。此外,使用

不当还可额外增加灌区的工作量。因此,

需要对灌区现有的工作模式进行调整。

灌区现存在问题为信息化管理人员水

准偏低,管理人员普遍学历较低且年龄

偏大。在推行信息化软件管理中,无法

与信息化软件配套使用。重硬件、轻软

件,对于软件系统的开发力度不足,使

软件无法发挥自身的效率。软件系统单

调不一,仅能进行数据的初级分析整理,

对于后续工作开展没有发挥自身的重

要作用[2]。 

3 灌区信息化建设规划路线 

3.1灌区信息化建设制定标准 

在制定中,需要分析灌区信息化建

设工作的现状,并采用合理方法,快速建

成灌区信息化管理体系。例如：打造系

统性的水利系统,落实水利管理体制改

革,合理的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推动水

资源生态循环利用。各区域之间的系统

连接效果制定统一、规范的灌区信息化

建设标准,为单位农田的灌溉标准、水资

源、容量配置等进行合理规定,全面确保

灌区信息化建设后数据金融以及水利数

据的实时共享。充分利用灌区信息化系

统的优势,避免在后续发展中,出现灌区

系统不兼容以及信息化系统配置较低等

问题。此外,针对于不可控因素,如当地

发生超标准洪水、内涝时,很有可能导致

江河湖库的水位出现上涨,而进行灌区

信息化建设,则可以通过水资源的合理

配置,及时的进行泄洪除涝,确保公共财

产安全[3]。 

3.2灌区信息化建设投资路径拓展 

灌区信息化建设的资金均由政府出

资,而随着后续工作的开展,当地财政的

压力将会不断增加,后续资金若缺乏保

障,很有可能会延误灌区信息化建设的

可靠性。因此,必须对灌区建设和运管资

金的路径进行拓展,深入推进农业水价

改革,并将社会资本加入其中,确保其能

够进行商业投资。在多元化的融资环境

下,可以全面保障灌区信息化建设工作

的质量以及效率,细化灌区建设覆盖项

目,确保能够发挥出自身的社会效益以

及价值。 

3.3灌区信息化系统的管理维护 

进行灌区信息化系统维护及管理工

作并非一劳永逸,在基本信息系统完成

后,需要加强对信息化系统的维护以及

管理,确保该系统可以安全稳定的推进。

保障信息管理系统的工作质量,针对于

灌区信息化系统的构建、使用操作等工

作时,编制合理的工作制度,使每一项工

作都能由具体人员进行负责,提升灌区

信息化系统的整体安全性以及可靠性。

在灌区信息化系统进行升级管理时,组

建合理的技术小组,设计完善信息化系

统模式,确保信息化系统可以覆盖整个

灌区。提升系统的防御性,使灌区信息化

管理系统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3.4人才队伍的配比建设 

在灌区系统建设中,人才的力量非

常重要。组建合理且专业化的工作团队,

以丰厚的薪资待遇以及工作环境,吸引

更多的人才投入其中,全面保障工作人

员能够达到灌区信息化建设的工作要

求。并对参与该项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

培训,确保技术人才体系的可靠。推动灌

区信息化建设的工作步伐,充分发挥自

身的信息化系统以及工作效益。 

4 结束语 

拓展全面的项目融资渠道,打造高

素质人才管理团队,确保灌区信息化工

作开展的质量。使信息化系统能够合理

有效全面发挥出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效益,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在建设完毕后,

可以便于工作人员利用信息系统,全面

调控灌区的后续运行管理,完成软件系

统的搭建。制定全新的规范制度,将责任

落实到位,全面加强新产品的研发,提升

灌区信息化建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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