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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不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同时也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工

程。在农业的生产种植中,科学合理的灌溉方式离不开水利渠道的作用。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是水利

工程中的重要内容,做好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灌溉工作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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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not only the basic project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lant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rrigation method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s. 

Farmland irrigation canal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farmland irrigation canal project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rrigation work to the greates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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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建设在农村

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对其进行维护

和管理,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农村耕地灌

溉问题,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还能够

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对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和管理

工作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对工程管理中

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解决

措施。 

1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

维护及管理的意义 

1.1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业健康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用仅占世界上9%

的土地养活着世界近1/5的人口,从这

一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

的严峻任务。在严峻任务的背后,我国

农业发展还存在水资源短缺的严峻挑

战,尤其是水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更是

成为影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作为保障

农业用水的重要基础设施,在农业供

水、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等方面发挥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加

快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尤其是农业作

为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产业,其未来

发展至关重要。 

1.2促进农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水平及质量直

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与国民经济健康发

展。但在灌溉渠道工程的实际运行中,

大部分农业灌溉区的灌溉渠道工程因缺

乏定期维护与管理,应有功能未得以充

分发挥,使得部分农田作物因缺少水源

灌溉而产量降低,不利于农业经济的长

期发展。同时农业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

来源,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会直接影响作

物收成,进而影响农民收入。乡村振兴战

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重大历史任务,更是新时代开展“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灌溉渠道工程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中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工

程,其维护管理至关重要。 

2 现阶段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

程运行维护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缺乏专门的管理人员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建设,需

要由专业的人员来实现,才能够保证工

程的建设质量和实用性。然而由于缺少

专门的管理人员,在渠道工程的建设中

无法实现专业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就会

影响灌溉渠道的质量,使其难以发挥真

正的作用,进而阻碍农业的发展。 

2.2水利灌溉设施老化 

水利灌溉设施老化,无法在农田种



水电水利 
第 5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4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植生产中发挥调节水资源的作用,会对

农业生产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现阶段

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西北部的

农业种植区域,通常以敞开式的泥水渠

为主要水利灌溉设施,这种设施在实际

应用中不仅难以满足越来越大的农业

灌溉需求,还会造成大量的水资源浪

费。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

缺少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重视和

维护管理。 

2.3运行管理没有及时落实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促进农

业生产,对保证社会的平稳运行、满足人

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具有重要作用。近年

来,我国已经越来越重视农业用水灌溉

在促进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而随着水资

源短缺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善我国

农村地区现有的农田灌溉方式,已经成

为促进农业生产,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工作。针对农村地区现有的灌溉

方式不合理问题,尽管我国已经提出了

运行管理的相关措施和规定,但由于贯

彻落实的效果不明显,很难对现有的灌

溉渠道进行维护,也很难对现有的灌溉

方式进行调整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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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程维护和管理意识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对我国农业

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保证其使用期

限达到设计目标,必须提高相关人员的

管理和维护意识。 

(1)对于维护和管理工作人员,要加

强培训教育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其

管理意识,保证管理工作发挥出应有的

价值,进一步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为落实管理工作提供保障。 

(2)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农民在其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存在部分

农民对管理工作认识不足,影响管理工

作落实的现象,针对此情况,要进一步提

高农民的维护意识,借助法律等制度,约

束农民的使用行为,避免因操作不当出

现损坏设备的情况,保证工程的质量。 

(3)重视宣传教育工作,组织相关人

员定期进行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农民和

管理人员的意识,充分了解水利灌溉渠

道工程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此实现

多方交流和配合的局面,提高维护和管

理水平。 

3.2健全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度 

健全的维护和管理制度对农田水利

灌溉渠道工程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因此,针对当前制度不完善的问题,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 

(1)在建立相关制度时,管理人员必

须正确认识管理工作对工程运行维护的

重要性,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在工程生

命周期整体需求基础上,对管理内容进

行严格规范,对维护和管理体系进行完

善,保证管理工作的顺利落实。 

(2)建立招投标制度,提高工程招标

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后续工作奠定坚

实的基础；完善人员责任制度,明确不同

岗位的权责,保证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将

责任落实到个人,做到据责可依,提高相

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在发现问题时,及时

进行有效处理,保证工程维护和管理的

工作质量,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3)建立奖惩制度,加强监管力度,

对于表现优异的人员给予适当奖励,对

于工作不认真的员工给予惩罚,以此提

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减少失误等情况发

生, 大程度地保证工程质量,提高工程

管理效率。另外,针对渠道雨水状况,可

以建立自动测量报告信息系统,对水流、

水量、水位等情况进行严格监控管理,

控制水流的运输,提高运行管理的效果。 

3.3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保证管理

工作正常开展的重要保障,为提高农田

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效率,必须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专业水平。 

(1)加强人才选拔机制,在进行招聘

时,要对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提出要求,

对其工作经验进行严格考察,为管理工

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在进行管理工作前要对员工进

行专业性培训,培训内容以管理方式、专

业技术和综合素质为主,企业可适当投

入资金,采取专业人员讲座的形式进行

培训,保证工作的规范性。 

(3)建立责任激励管理制度,对于工

作表现优异的管理人员给予适当奖励,

以此提高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保证管

理工作的效率,确保工作的有效落实。 

3.4加大维护管理资金的投入力度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建设,大

多是带有公益和社会性质,很少有农民

为了农业生产自行修建灌溉渠道。而在

灌溉渠道修建完成之后,政府和有关部

门很少注重对工程的维护和管理。当灌

溉渠道在使用中出现问题时,就会直接

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进度。造成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在

渠道工程的建设前期投入了大量的建设

资金,却缺少对工程后续维护和管理资

金的投入。因而在加强对农田水利灌溉

渠道工程运行维护和管理时,首先就要

加大维护管理资金的投入力度。政府和

有关部门首先要加大对渠道工程的运行

维护和管理投入,从政府的角度来实现

对农业生产的保障。其次,由于整个渠道

工程涉及许多方面,单靠政府投入的资

金无法实现运行维护和管理的目的,因

而政府还要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的

企业参与到渠道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当中。 

3.5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运

行维护及管理水平 

由于我国灌溉渠道工程数量众多、

部分建设地区偏远,在日常运行维护与

管理方面存在较大难度。通过信息技术

手段的应用能够实现对大范围灌溉渠道

工程实施定时监测,如在灌溉渠道工程

量大的地方可以进行区域划分、自动监

测,这样既能够在有效了解基层灌溉渠

道工程运行情况的同时实现监测数据共

享,便于基层人员及时进行渠道设施的

维护与管理。此外,针对部分建设时间久

远、缺乏运行维护与管理的渠道工程,

以及不能正常发挥输水灌溉功能的渠道

进行重新施工建设,还可依据地方渠道

工程分布情况进行重新规划统一,以便

充分发挥灌溉渠道工程的灌溉作用,保

障周边农业正常用水。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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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在农业发展

中占重要的地位,不仅可以有效改善水

资源短缺问题,还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因此,必须对其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进

行严格控制,健全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度,

提高工程维护和管理意识,加大工程的

资金投入力度,保证管理工作发挥其应

有价值,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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