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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人们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提出了高标准,而

对其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高度重视,不仅有效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工程安全

性。虽然目前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质量得到提升,但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在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中仍然

存在着不足,影响工程的整体质量,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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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China, people put forward high standards for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 project,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but also improves the project safet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irrigation channel 

engineering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has been improved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roject, and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impr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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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农田

水利工程作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在保障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经济发展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在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逐渐加大及社会生

产发展用水需求的增加,保证灌溉渠道

工程正常发挥功能成为热点话题。在对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发展状况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有效举措解决其运行维护

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推动我国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长效发展。 

1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

维护及管理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水

资源短缺的问题,影响农业的发展,对农

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农田水利灌

溉渠道工程作为水利工程中重要的基础

建设,不仅可以为干旱地区输送水源,有

效解决农村灌溉耕地的问题,还为农业生

产提供重要保障,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工程的运行和管理

工作落实不到位,导致工程的运行受到限

制,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发挥不出其应有

价值,影响农民的经济效益。针对此情况,

必须加强对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

缓解资源短缺问题,提高农村地区灌溉水

的利用效率,保证农业生产质量,进一步

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 

2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

维护及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部分灌溉渠道工程年久失修情

况严重 

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田灌溉渠道工

程建设年代久远,并且由于当时的建设

标准低、技术水平不高,以及工程建设材

料质量不高等,使得多数地区的灌溉渠

道在长时间的使用之后都出现不同程度

的损坏,甚至部分损坏严重的渠道已经

无法正常使用,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工程

效益。出现上述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灌

溉渠道工程未得到定期的维护与管理,

并且相关管理部门未能发挥其职能,进

行工程的定期检查维修。针对目前灌溉

渠道工程年久失修的情况来看,大多数

农村偏远地区的渠道易出现严重的垃

圾、树枝杂草堵塞的现象,不具备输水条

件。同时部分农业灌溉区的渠道工程淤

积严重、设施破损老化、漏水严重,渠道

的输水功能不能正常发挥。 

2.2灌溉渠道工程基础设施配套不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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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直接受益

者是农民及周边的使用者,其更关注灌

溉渠道工程是否有、能否方便实用。大

多数地区的灌溉渠道工程建设时间久远,

缺乏相对统一、科学的规划指导,部分农

田灌溉系统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

甚至部分灌溉渠道只有主干渠道,相应

的渠道设施严重缺乏。部分地区灌溉渠

道工程甚至没有任何辅助配套设施,这

使得部分农田无法得到灌溉,渠道的使

用率不高。此外,由于灌溉渠道工程年久

失修,未能得到及时的运行维护与管理,

造成部分重要配套设施损坏严重,未能

与主干渠道共同发挥作用,这严重影响

当地农作物产量与农业经济发展。 

2.3相关运行维护与管理制度体系

不完善 

目前,我国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

建设数量众多,随着国家在水利工程建

设中的投入增多,部分地区灌溉渠道工

程建设及后期维护管理情况有较大改善,

但是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还存在不

足。如在运行维护和管理队伍建设方面,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员队伍的日常

管理和培训中存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在

基层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制度建设方面,

主体职责划分不明确,大多数地区的基

层水利部门一般由地方政府与水利部门

双重管理,对管理双方的职责权限划分

模糊。此外,缺乏对灌溉渠道工程的日常

巡视检查制度的建设,造成部分渠道工

程无人维护与管理,长而久之影响整个

基础设施的功能发挥。 

3 加强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

运行维护及管理的主要措施 

3.1树立维护管理意识 

由于现阶段我国大多数的农民仍秉

持着传统的种植观念,在进行农业生产

中并不习惯应用灌溉渠道,也不能够对

灌溉渠道的应用和保护引起重视。这样

就会导致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在实际

应用中,会受到农民生产种植行为的影

响,产生一定的质量问题。在加强对农田

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时,

帮助农民树立维护管理的意识,重视灌

溉渠道的作用和价值,能够有效延长灌

溉渠道的使用寿命,促进农业的健康生

产和发展。在树立维护管理意识时,渠道

工程建设和维护的相关人员,首先要提

高自身的维护技术水平,通过向农民开

展一定的种植生产教育活动,引起农民

对灌溉渠道工程合理利用的重视。其次,

在农民进行生产种植的过程中,维护和

管理人员也要及时关注灌溉渠道的应用

情况,并为农民应用灌溉渠道提供一定

的指导。这样能够在有效保证灌溉渠道

发挥作用价值的同时,促进农业生产效

益的提高。 

3.2完善维护管理相关制度体系,加

强制度机制管理 

针对灌溉渠道工程管理体系中存在

的专业人员欠缺、制度建设不到位的情

况,相关部门可依据地方水利工程运行

现状制定相应的维护管理发展目标,定

期对专业人员展开培训、考核,将农田水

利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情况纳入基层部

门考核体系中。此外,根据现有农田水利

工程管理规章制度,在转变重建设、轻管

理思想的基础上,注重并完善水利工程

日常巡视与管护制度,为灌溉渠道工程

功能正常发挥提供制度保障。 

3.3加大对运行维护及管理人员的

培养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运行维护

和管理,不仅与农业生产种植相关,在实

际应用中还会涉及到地理环境、气候条

件、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然而

由于现阶段我国能够进行运行维护及管

理的人才较少,现有的维护和管理人员

很难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考虑灌溉渠道的

维护和管理。因而在加强对农田水利灌

溉渠道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时,还要

加大对专业运行维护以及管理人员的培

养。从这一方面来说,培养专业的维护和

管理人员,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农民对水

利设施应用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要

积极引进更专业的技术人员,对现有的

维护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用以提高维

护和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更好地发挥

维护和管理工作的作用。 

3.4建立健全农业种植模式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从本质上来

说,是为农业生产种植服务的,因而对于

渠道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也要依据

农业种植模式的调整来实现更好地维护

和管理。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种植技术

水平的提高,为农业种植模式的健全提

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在建立健全农业

种植模式时,以提高农作物的种植产量

和质量为主要目标,从农作物品种研发、

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等方面入手对现

有的农业种植模式进行优化和调整,促

进灌溉方式的合理应用,让灌溉渠道能

够在保证农作物水分供应、促进农业生

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5加大工程的资金投入力度 

由于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涉及内

容多、工艺复杂、周期长的特点,需要大

量的资金投入,保证工程维护和管理工

作的有效落实。因此,针对当前资金投入

不足的问题,必须提高政府部门的重视

度,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保证工程建设的

顺利开展。 

(1)在政府拨款前,要根据工程的实

际需求,对工程进行预算评估,确保预算

的资金与实际需求相符,保证工作的有

效落实；在拨款后,要设置专款专项,完

善资金使用机制和监督体系,对资金的

使用情况进行严格控制,避免出现挪用

公款等情况,确保为工程维护和管理提

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2)在对资金进行分配时,要保证分

配的合理性,在分配后要对资金的使用

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对其流向进行严格

掌握,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进一步提高

管理水平。 

(3)在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基础上,

可以适当拓宽融资渠道,借助与企业合

作或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投资,开拓多

元化的资金流入渠道,保证技术、设备等

资源满足发展需求,为管理工作提供重

要的保障。另外,传统的管理方式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为减少该种情况,

可以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提高工作效

率,减少资金投入。 

4 结语 

综上所述,做好运行维护及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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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够让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在农业生

产种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近年来,我国

农田灌溉的方式和技术正逐步进行优化

和改善。在建设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

时,从制度、人员、观念、农业种植等角

度来提高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的水平,

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还

能够在加强对农田灌溉水源处理的同时,

提高农作物的种植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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