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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我国高标准农田以及农水建设提速进程持续加快,为助推我国农田水利事业高质量发

展夯实的基础保障。其中,为扎实推进农业水利建设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主管单位应该

重点紧抓农村农田水利灌溉管理问题。针对于此,本文主要立足于农村农田水利灌溉管理背景,通过阐明

分析农田水利灌溉管理的重要性,对当前灌溉技术管理存在的现状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与分析,并提出针

对性管理措施,以期可以从根本上筑牢农村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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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hina's high standard farmland and agricultural water construction continue to 

accelerate, which i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order to solidly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ompetent units should focus on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through clarify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deep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irrig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management measures, in 

order to fundamentally build the bottom line of rura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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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标准农田以及农水建设提速

进程明显加快,为行业带来利好。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贯

彻落实,有效为农田水利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内在驱动

力。从大环境趋势来看,目前我国农田水利率已经超过50%,农田

水利行业正在从原本的农田水利工程时代逐步朝向水资源综合

开发时代前进与发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农田水利开发周

期相对较长,所以农田水利行业以及相关单位应该持续打好农

田水利发展攻坚战,重点针对农田水利提速发展问题进行统筹

处理。其中,应重点紧抓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问题,通过健全

完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保障体系,实现对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

高效利用,进一步提升农业水利灌溉质量效果。 

1 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的重要性分析 

①农田水利灌溉可以为农田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能够满

足农作物生长期间对水源的需求,利于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促

进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②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可针对整个

农业生产区水源进行合理配置与高效调用,实现开源节流目标。

在配置应用过程中,可以按照因地制宜的配置原则,对水资源进

行合理调配,以满足农作物对水源的需求,减少水资源浪费问题

出现；③科学开展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工作可以对传统粗放

型生产模式进行改进优化,利于提升农民的节水意识以及精细

化管理意识；④通过科学技术指导,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

同时也可以助推农业可持续发展进程；⑤通过构建高效科学的

水资源灌溉循环体系可以大幅度减轻农民劳动量以及节省农业

灌溉成本。 

2 农村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类型及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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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传统灌溉技术 

传统灌溉技术主要以沟渠、浇灌等实施农田水利灌溉,这种

粗放式灌溉方式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差,且浇灌过程中会

出现严重的水资源浪费现象。近些年来,为满足农田水利节水灌

溉要求,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传统灌溉技术不断

朝向沟、渠方向发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通过采取人工配

水渠的方式引入灌溉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或者也可以通

过借助阀门等方式控制水资源使用过程,减少水资源浪费现象。

然而从整体应用情况来看,传统灌溉技术所表现出的可行性价

值并不是很高,需要配合使用现代化灌溉技术,以达到良好的节

水灌溉效果[1]。 

2.2现代化灌溉技术 

新时期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需要依托于新技术以及新理

念,实现对灌溉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科学利用。通过引入应用

现代化灌溉技术,基本上可以确保农田水利建设区域内的所有

农作物都可以获得充足水源,利于实现农作物增产增收目标。结

合当前技术应用情况来看,喷灌技术、滴灌技术以及渗灌技术基

本上可以视为现代化灌溉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如喷灌技术主要通过利用水泵对管道水所产生的压力作用,

将水滴均 喷洒到农作物表面,不仅可以满足高质量灌溉要求,

同时也可以达成节水灌溉目标。目前,以雾滴喷灌技术为主的喷

灌技术类型在农村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中得到了良好推广与

应用,既可以降低农作物叶面蒸腾作用,也可以达到良好的微气

候调节效果；滴灌技术主要通过利用灌水器等设施当水资源持

续且均 的灌溉到农作物根部位置,保障农作物根部周围土壤

湿润度可以满足生长要求[2]。期间,技术人员可将滴灌技术与水

溶性肥料进行结合使用,通过构建水肥灌溉系统,进一步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以及肥料使用效率；渗灌技术作为滴灌技术的延

伸应用,使用期间需要将滴灌管埋置于土壤内部位置,实现对农

作物根系的供水供肥处理。 

3 农村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现状问题及表现分析 

如何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水资源始终是农村农田水利灌溉

管理工作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以

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农村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针

对水资源高效利用问题进行了统筹部署。然而从整体管理成效

上来看,农田水利灌溉管理技术水平尚未达到预期高度。主要集

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田灌溉中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短缺以及基础设施配

置不足是当前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工作亟待解决的痛点问题,

不利于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甚至会对农田水利工程功能运行

效果造成不良影响。当问题严重程度不断加剧时, 终会影响农

业灌溉质量效果,并引发农作物减产减效问题出现；其次,当前

新型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应用推广力度并不是很强,部分生产地

区还是存在粗放式管理问题[3]。再加上相关部门对于新技术以

及新理念的开发利用问题缺乏高度关注,未能取得预期的节水

灌溉效果； 后,部分农户普遍缺乏水利灌溉技术意识以及节水

意识,仍旧按照前辈以及自己的个人经验开展农田灌溉以及施

肥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再加上部分农户不愿接受以及了解新技

术以及新理念,导致农村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工作难以得到

确切贯彻与落实。此外,基层工作人员并未深刻意识到自身岗位

责任的重要性,对于水利灌溉新技术以及新理念的宣传引导工

作缺乏高度贯彻,未能形成良性循环局面。 

4 农村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措施及建议分析 

4.1重点紧抓节水工程建设工作,加大工程资金投入力度 

新时期农村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定位目标应该坚持以实现

节约用水、提高效率为主,通过大力推广与发展节水工程项目,

促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可通过

借助先进科学技术以及管理制度提高高效灌溉效率以及节水灌

溉效率。如可通过构建现代化农田节水水利灌溉工程,加强对节

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从根本上实现增产增效目标。期间,政

府相关部门必须发挥自身的宏观管理职能,针对节水工程建设

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可按照因地制宜的管理原则,制定针对性节

水技术灌溉工程以及实施计划,以免引发水资源浪费问题。 

与此同时,节水工程项目建设所需使用的资金数量较多,如

果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短缺,就会导致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质量以

及使用效益大打折扣。针对于此,国家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农田

灌溉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除了政府拨款之外,可适当拓宽资金

来源渠道,如鼓励农民集资或者引入社会资本,高质量开展水利

灌溉工程项目建设活动。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立足

于新时期农田灌溉发展需求,在农村灌溉渠建设中发挥自身的

行政引领作用,积极组织公众参与到水利工程项目投建工作当

中,避免出现资金短缺或者其他经济风险问题,为农田水利灌溉

工作的顺利开展夯实基础保障[4]。 

4.2开发利用新型灌溉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以及实现节水

节能目标 

传统粗放型灌溉技术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时期农田水利

灌溉技术管理背景当中。虽然现代化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的推广

与应用,有效解决了传统粗放型灌溉技术存在的短板问题,但是

行业不可止步于前,应该与时俱进,主动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经

验以及吸取教训,针对新型灌溉技术内容进行合理开发与高效

利用,以提高农作物产量以及实现节水节能目标。其中,水肥一

体化技术作为农作物科学灌溉与科学施肥相融合的技术手段,

可通过引进应用信息技术以及自动化技术科学构建田间自动管

理系统。经过各类传感器以及算法控制的处理,可以获取不同地

块种植情况、需水量以及肥力需求等重要数据。 

通过研究分析各类数据,总结不同农作物的需水需肥规律。

在此基础上,灌溉人员可借助管道系统压力实现对田地浇水以

及施肥过程的定时定量控制。从应用可行性上来看,科学使用水

肥一体化技术,既可以提高灌溉施肥过程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又

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利于促进农作物对水肥的高效吸收。

且与传统人工水平管理方式相比,基于自动化技术的水肥一体

化体系可以大幅度减轻农民劳动量,同时也可以节约水资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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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肥料资源,具有重要的可行性价值。当前水肥一体化技术已经

在部分地区中得到了广泛推广与应用,再加上自动化以及信息

化等先进技术应用成熟度的不断提升,可以进一步助推水肥一

体化技术高效应用[5]。 

4.3注重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的宣传引导,加强农户示范培训

力度 

农户自身知识素养以及节约用水意识通常会对农田水利灌

溉技术管理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农户

更加倾向于利用个人的生产管理经验以及前辈总结经验实施农

田灌溉等一系列生产管理工作,并不是很愿意接受学习新事物

以及新技术理念,导致农田水利灌溉科学性以及合理性程度并

不是很高。针对于此,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应该加强对农田水利灌

溉新技术以及新理念的宣传引导。 

可通过开展农户示范培训工作活动,定期组织农户参观示

范田,学习借鉴先进技术经验,对个人当前存在的管理短板以及

技术不足问题进行合理补齐。通过不断改善农户传统生产思想,

从根本上提升农户对科学灌溉技术以及先进理念的学习意识以

及应用意识。除此之外,相关部门可大力建设技术示范基地,引

导更多农民参与水利灌溉新技术以及新理念的学习工作当中,

更好地将先进的灌溉节水技术理念以及方法带入到农村农田水

利生产当中。 

4.4定向培养水利人才梯队,强化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

力量 

人才资源始终是保障农村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工作高质

量开展的重要依托。针对于此,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主管单位应该

加强对水利人才培养问题的高度关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

定向培养水利人才梯队,通过逐步选拔基层人才,鼓励在职员工

不断参与培训以及学习活动,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以及专

业技能,进一步强化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力量。同时,针对农

村地区现有的技术人才进行合理分工,让每个人都可以明确个

人的业务方向。 

其中,应该加强对水利、农田、水资源管理等领域人才的定

向培养,让各领域人才可以齐头并进,加强对农村农田水利灌溉

技术管理工作的高度贯彻与落实,以期可以进一步助力农业农

村经济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水利部门应该肩负起自身的统筹

管理责任,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对逐季种植的农作物的生产特

点以及需水特点进行合理掌握。结合农作物需水量制定相应的

供水策略,期间要求相关技术人员应该推广应用先进的灌溉技

术方法对农作物灌溉水量以及节水策略进行合理确定与贯彻落

实[6]。 

5 结束语 

开展农村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管理工作是新时期加速推进高

标准农田以及农水建设进程的前提基础。为确保农田水利灌溉

技术管理工作得到高度贯彻与落实,建议在今后的工作开展过

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主管单位应该加强对农田水利灌溉技

术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加强专项资金扶持力度、引

进应用新技术以及新理念等方式,提高农田节水灌溉质量水平,

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农作物增产增效目标得以全面实现。

此外,在实施农田水利灌溉过程中,技术人员必须肩负起自身的

责任使命,加强对节水措施以及灌溉技术的宣传引导,彻底改变

农户传统灌溉观念,通过坚持引入应用节水型灌溉技术,提高农

作物生产质量的同时,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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