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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工程作为我国现代水利技术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实现我国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动力。因此,做好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业发展,在加快我国

农村发展的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质量修建农田水利工程,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因此,探究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应的对策和建

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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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rural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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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technology in China,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Therefore,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can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a great extent and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must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and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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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指库容总量

面积、除涝建筑面积及其有效灌溉面积

均小的工程,这类型的工程大多是使用

抽、体、蓄的方法。要想真正发挥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性,政

府有关部门必须根据目前在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开展仔细调研

与剖析,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真正提

升工程的建设品质,从而加强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后续运营保障,以推动农村的

平稳发展。 

1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重

要性 

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施工环境较普通

工程更为复杂,并且有一定的危险性,如

果其建设质量存在问题,就会影响该工

程的使用,阻碍当地的农业发展。因此,

加强对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管,

逐步提升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

和加强管理力度,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提

高农业的产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农村

人口收入水平,从而达到促进我国农业

经济稳步发展的目的。因此,贯彻落实农

田水利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管、充分保障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对我国农业

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2 乡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

存在的问题 

2.1责权主体不够明确 

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中,

由于并未清楚区分土地集体所有与农户

个人的责任,也并未实施土地所有权分

解工作,大部分农民都没有重视对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再加上没有资金,因

此根本无法实施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有效管理。由于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速,

不少农业劳动者选择进城打工,造成了农

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迁移,严重影响农村

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普及现代科技和农

业技术,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与管

理工作深受影响,农民无法良好运用工程

设备,严重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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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缺乏工程管理资金 

小型的水利工程在修建与管护过程

中往往没有运行经费,也无法有效保护

工程设备,工程设备往往在运用过程中

发生损毁,从而耗费了自然资源。小型农

田水利建设不能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这

将不利于充分发挥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的功能。这些农田水利项目投资都

是从国家拨付,很难解决小型农田水利

项目的实际需要。现如今国家对于三农

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愈来愈高,而当地政

府也针对农田水利工程资金不足的问题

作出了补偿措施,下发了许多政策,以吸

引与当地团体的合作。 

2.3缺乏有效管理 

当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没有健全的

监管制度,根本无法保证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的进展,危害到农民生产。部分地方

政府缺乏积极支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

程的经费,影响到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项目的修建,从而无法推进建设管理工

作。而现有的机构又缺乏专业知识,不能

及时同步启动相应的建设项目,保养维

护等管理工作也不能贯彻到实际工作当

中,严重威胁着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

的修建质量。 

3 乡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

措施 

3.1更新管理观念 

针对当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人

员观念陈旧的问题,应及时使其树立先

进的管理观念。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一

项利国利民的工程,相关单位及管理人

员应当对其管理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意

识到建设是工程的开始,管理是工程的

延续,坚持做好管理工作,并完善各项管

理条例,正确管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推

动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

各地区要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当地人民

对水利工程的认识,鼓励农村群众共同

参与水利工程监督管理工作,并提高对

水利设施的保护意识,避免出现损坏工

程设施的现象。 

3.2制定完善的规划方案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过程中,应

当提高工程项目布局与选择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以发挥科学合理规模的优越性。

在真正进行工程建设以前,必须根据现

行的评估规范进行严格评估,在相关资

质到位之后,才可以开展后期的工程建

设,并严格地遵循前检测后验证的顺序,

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后期保障措施不

断进行完善,延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寿命,以推动新农村的发展。施工人员也

必须严格遵循工程质量优先的准则,农

田水利工程项目管理技术人员也应该加

入到项目之中,从投入资金到工程建设,

全面掌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现有的规模,

投入资金到各环节,为项目后期的正常

经营与维护提供安全的资金保障。 

3.3完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多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的现象,各地区相

关部门须立即完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组建相应的管理部门,并做好管理责任

划分工作,合理分配各项管理工作。同时,

要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使其严格

按照相关制度开展管理工作,以此提高

管理效率。除此之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设备磨损、老化现

象,影响水利工程的使用效果,管理部门

要按照相关规定,派遣专业的维护人员

对水利设施进行定期维护保养,以此延

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推动

当地农业发展。 

3.4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及专业能力不

足,导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

难以开展。因此,相关部门在开展管理工

作时,应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培训过

程中,应着重讲解管理技巧及专业知识,

使管理人员能顺利开展后续管理工作。通

过开展实践培训活动,将所学专业知识

及管理方式运用到实际工作,进一步提

升管理人员的技能及综合素质。此外,

在管理工作中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应

及时做好记录,并组建研究小组对疑难

问题加以研讨,制定相关应对方案。不断

总结实际工作中的各项管理经验,及时

查找各项管理措施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

进,不断提升个人业务能力,进一步完善

管理工作。 

3.5施工资金管理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使用的大多

是财政性资金,一般都有财政相应专户

进行核算和管理,采取县级报账管理。如

项目资金经过财政部门下拨到村集体,

由村集体管理的项目资金,村集体可成

立村民监督小组,自主负责对资金的使

用和监督。如有村民自愿筹资筹劳的,

村民自筹资金可由村集体等一并纳入自

主管理。如采用比选或竞争性谈判选出

社会施工方的项目,村集体可编制简单

项目实施方案,按照简单的方案进度拨

款,但必须经过村集体或村民监督小组

审核签章后拨付。如村民自建的项目,

涉及采购,必须询价,材料进出必须做到

公开透明。村工程财务管理制度必须严

禁截留、挤占、挪用建设资金,保障专款

专用。资金要公开公示,及时将项目建设

地点、实施内容、资金使用、物资领用、

出资出劳等情况在村内公开公告,接受

村民监督。 

3.6施工质量管理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虽小,但“五

脏六腑”俱全,工程建设质量标准必须符

合现行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规

程。部分地区出台的小(微)型农田水利

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按照项

目类型和质量标准,可参考性地做出一

张质量评分表,具体划分单位单项和分

部分项工程类型,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

的质量检测和评定打分,要分出优良、合

格、不合格,特别是针对钢筋和混凝土质

量的抽查抽样检验,如无专业仪器检查

钢筋抗拉、抗弯、抗剪或混凝土强度、抗

渗度,可送县级以上质量监督管理站。村

集体可成立工程质量监督小组,或委托

专业人员、监理机构进行监督管理。项

目主管部门及时进行项目监督和检查,

加强项目管理,对质量外观缺陷的进行

抽检。及时将项目进度、项目质量、项

目建设方式,及时以公示公告的形式在

村公示栏张贴。 

3.7施工验收管理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完工后,村集体

要及时进行初步自验,注意隐蔽工程的

验收步骤,验收记录要详细完整,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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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要准确,防止人为虚增工程量,项目

单价使用 新行业预算定额和清单计价

规范,如有必要可送财政审计部门评审。

验收过程必须有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受

益群众代表全程参与。验收结束要出具

自检报告,并由村民监督小组签字同意,

并邀请上级主管部门参与 终验收。竣

工结算表、验收报告和资金拨付表是拨

付补助资金验收的核心步骤,签字盖章

一定要齐全,流程一定要走完,防止反复

填表,注意一些细节,如项目名称、资金

文号、资金总额、补助总额、补助标准、

自筹额度、工程量和项目单价等要填写

规范；村代表、村集体、乡镇和部门负

责人签字盖章要填写规范完整。 

4 结语 

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在新时期,

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必须做到

全面发展。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资

金投入,制定科学的管理方案,健全管理

体系,提高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引导农

民参与到水利工程的建设及管理当中,

通过多方努力,促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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