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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内农业发展进程中,农田水利建设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它不仅能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还

能维护农村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在现如今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也存在着许

多困难,例如管理主体的缺失、资金投入的不足、节水技术推广的滞后以及较低的设施标准,这些问题都

严重制约了农田水利建设的进程以及所产生的效益。本文深入分析了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存在的

困难,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优化对策,以期促进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的繁荣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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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rea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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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omest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s an 

essential and important part. It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y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ut also maintain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such as the lack 

of management entities, insufficient funding, lagging promotion of water-saving technologies, and low facility 

standards. These problems seriously restrict the progress and benefit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rea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and feasible optimization measures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rural economy. 

[Key words] irrigation area;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capital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引言 

作为保障农业稳产高产的重要措施,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主要包括灌溉和排水两大部分。在灌溉方面,通过渠道、管道

等人工设施可以将水源输送至农田,补充土壤中的水分,满足作

物的生长需求,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采取地面灌溉、喷灌、

微灌等不同的灌溉技术。排水则是通过沟道等设施排除农田中

多余水分,改善土壤状况,防止作物受害。灌区农田水利建设的

目标就是为了建成设施完善、高产稳产、生态良好的农田,提高

农业抗灾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1 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要性 

我国地大物博,水资源时空分布并不均匀,一些地区的水资

源严重不足,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可以通过推广渠道防渗、

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来有效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滴灌技术

就比传统的地面漫灌节省了高达70%的水,还显著提升了农作物

的产量,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可以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

率,缓解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还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

民的经济效益。同时,我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对于

农田而言,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也会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灌区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可以通过建设完整的灌溉排水设施,在干

旱时期,及时利用灌溉设施补充农田的水分,保障作物健康生长,

在发生洪涝灾害时,就可以通过排水沟渠和防洪设施,及时排出

农田里的积水,降低地下水位,防止土壤次生盐碱化,在减少灾

害对农作物的影响的同时还能做到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

力,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抗灾能力的有效性,延长了农田的使

用寿命。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先进的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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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支持,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通过引进并应用先进的灌

溉技术和管理模式,可以高速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自动化灌

溉系统可以实现精准灌溉,根据农作物的需水情况自动调节灌

溉水量,在提高灌溉效率的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现代化的

农田水利设施还可以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

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完善的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与品质,提高

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农田水利建设还能带动灌溉设备制

造、农业技术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农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发展机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灌区农田基本建设可以对水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运用节

水灌溉技术,可以从根源上减少对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对地下水

资源起到了保护的作用,维护了生态平衡。而且合理的农田水利

建设还可以改善农田周边的生态环境,提高农田周边的植被覆

盖率,减少水土流失,进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的

改善进一步促进了城乡差距的缩短,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通过

建设农田水利基本设施还可以增强农民的节水意识,培养农民

的科学文化素养,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2 灌区农田基本建设中存在的困难 

2.1水资源短缺与分布不均 

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水资源短缺

以及分布不均。目前全球水资源短缺的状况愈发严峻,虽然水资

源总量非常多,但是淡水资源仅占总量的2.5%,由此可见,可供

给人类直接使用的淡水资源非常有限。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

展,各个地区对水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就导致了我国部分

地区缺水严重。我国的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北方的水资源相

对比较匮乏,南方的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许多地区因处于热带

或亚热带,降水多集中在短暂的雨季,其余季节则长期面临着水

资源短缺的困境,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了灌区农业的发展。 

2.2基础设施老化和维护不足 

在现阶段,灌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还存在着老化与维修不

足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利

工程已远远超过了设计的使用年限,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功能老

化的现象。受到超标洪水、强烈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水库等

基础设施容易受到损失,进而产生病险。如今很多地方的基础设

施因缺乏及时维护和更新,在极端高温、暴风雨等恶劣天气面前

不堪重负。我国同样存在此类问题,一些灌区的渠道、泵站等设

施经常会发生严重老化,渗漏、堵塞等问题,这不仅会导致水资

源的浪费和灌溉效率的低下,还间接的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

影响了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2.3管理体制不完善 

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仍是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的一大阻

碍。在法规建设方面,我国水利工程管理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已经

初具雏形,但相较于国外完善的体系,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仍存

在着诸多不足,这就难以做到对全过程管理有着清晰的法律依

据。在投入分配上,我国也存在着资金投入不均的问题,这就导

致了不同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的抗灾能力参差不齐。从管理方式

上来说,通常为粗放式管理模式,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地方水利

工程管理存在脱节现象,综合管理效率低下。而且水利工程管理

涉及多个部门和主体,他们之间的协调难度比较大,会容易出现

责任主体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灌区

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 

2.4资金投入不足 

农田水利建设作为资金密集型领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近年来虽然我国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投资不断增长,但与庞

大的建设需求相比,在资金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资金短缺会导

致许多灌区农田水利工程难以得到及时的修缮和升级,一些急

需建设的项目也会因资金不足而被迫搁置。某些地区曾经因为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在遭遇旱灾时,水库的蓄水

量大幅下降,导致农田受停灌影响,居民用水也受到相应的限制,

这就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2.5技术落后和人才短缺 

技术和人才短缺是制约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又一关键

性因素。目前在技术方面,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相对落后,灌溉方

式粗放简单,灌溉设施不太完善,严重导致了整体的灌溉效益不

高,水资源浪费情况严重。随着干旱等极端天气频发,水环境污

染加剧,水利工程的蓄水量不足,这使得农业用水受到极大制

约。在人才方面,水利行业存在着人才短缺的问题,尤其是高素

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这是因为水利人才的培养周期

相对较长,且行业工作环境相对艰苦,行业待遇对人们的吸引力

不足,使得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这使得灌区农田水利建

设在新技术研发应用、工程设计施工以及管理运营等方面都面

临巨大挑战,严重阻碍了农田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发展。 

3 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优化对策 

3.1加强水资源管理 

想要加强水资源管理就需从多方面入手。其一就是要完善

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填补法律空白,让水资源管理变得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其二则是要严格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对取水、

用水等行为进行全面化的评估,防止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

费。其三需要建立水资源的统一调度机制,这可以帮助我们打破

区域和部门壁垒,根据水资源状况和需求,合理分配水资源。除

此之外,还需要加大对水资源保护力度,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

从根源上防治水污染,保障水质安全。加强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

也是必不可少的,良好的监测体系有助于我们实时掌握水资源

的动态,为农田水利建设的科学决策提供完整依据。 

3.2更新和维护基础设施 

对于老化严重的渠道、泵站等设施,要进行全面的排查与评

估,基于此来制定更为科学的更新改造计划。利用资金投入加大

对先进技术和新材料的采用,对不够完善的设施进行进一步的

升级改造,全面提高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与运行效率。可以采用新

型防渗材料来修复渠道,减少水资源渗漏；及时更新高效节能的

泵站设备,降低能耗。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维护管理体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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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维护主体和责任,及时完成更新与维护,同时加强对维护人

员的培训也至关重要,通过相应的培训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

能和责任心。通过制定定期检查和维护制度,可以及时发现并解

决出现的问题,延长设施使用寿命。最后还需要引入智能化的监

测设备,用来实时监控设施运行状态,提前预警潜在的风险,确

保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3.3完善管理体制 

完善灌区农田水利管理体制意义重大。要深化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建立合理负担机制,推动成本水价执行到位,确保农田

水利设施可持续运营。引入第三方开展物业化、专业化维养,

推行“管养分离”,实现政府监督、市场管护、群众受益。建立

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对管理成效进行量化评估,激励管理人员

提高工作效率。积极探索创新管理模式,如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

提高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加强基层水利管理队伍建设,提高其

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为灌区农田水利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4增加资金投入和多元化融资 

增加资金投入和多元化融资是灌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保

障。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重点支持重大

水利工程和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也要配套相应资金,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建设,通过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企业、投资基金等投资。创新金融产

品,为农田水利项目提供贷款、债券等融资支持。设立专项基金,

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和升级。鼓励农民合作社和农户自筹

资金,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形

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农民自筹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3.5推广节水技术 

推广节水技术是解决水资源短缺、提高灌溉效率的有效途

径。要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这些技术能够

精准控制灌溉水量,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农作物产量。加强节

水技术宣传培训,提高农民对节水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政府

可给予采用节水技术的农户一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降低其成

本。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新型节水技术和设备,提高节水技

术的科技含量和实用性。还可以通过建设节水技术示范园区,

来展示节水技术的优秀应用效果,引导农民学习和应用。 

3.6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 

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是推动灌区农田水利现代化发展

的关键。要加大对水利人才的培养力度,首先就需要在高校设置

相关专业,以此来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

也要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

并且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也要鼓励水利

行业与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攻关,引进国内

外先进的水利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此来学

习借鉴其他国家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4 总结 

综上所述,灌区农业水利基本建设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

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尽管目前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但通过加强水

资源管理、统筹建设基金、提高设施标准、完善设施建设、推

广高效节水技术等措施,可以有效改善并解决灌区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未来,也应该更加深入地加强农田水利建

设改革,投入更多的科技创新,更大限度的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形成政府、社会、农民合力参与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

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效益,共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助力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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