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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管理已经在新时期的灌溉管理之中得以应用。本文就是对新时期灌溉管理的信息化进行分析,

希望可以对灌溉管理的信息化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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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今的水库灌溉管理模式分析 

1.1用户参与 

让用户参与到灌溉管理之中,主要是对灌溉区域支流以下的各个渠道

或者是田间的灌溉进行管理,因为我国目前在灌溉方面的投资政策和管理

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将这种管理方式应用到新时期的灌溉管理

之中,不仅可以让农民的积极性得以显著提升,同时也可以借助于农民的

力量实现小型灌溉成本的有效节约。但是这样的管理方式仅仅在小型的灌

溉工程之中比较适用,并凭借其工作人员少、灌溉设施简单和管理方便等

的优点受到农民的欢迎。 

1.2租赁或承包 

所谓租赁或承包,就是将灌溉工程或设备的经营权和使用权转让给个

人,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租金或承包费的收取,但是在此过程中,整个灌溉

工程的产权不会改变。工程单位和承包方通过合同契约来详细拟定双方的

要求、利益以及归属权,在双方无异议的情况下,才可以签订合同,这种管

理方法对于所有权比较长的灌溉工程或者是不宜进行改变的灌溉工程和

设施都比较适用。 

1.3服务公司管理 

服务公司管理是新时期灌溉工程管理之中的一种新型管理形式,这种

管理形式主要是将当今市场机制的相关要求作为依据来进行的灌溉工程

管理模式改进。通过该管理模式的应用,相关管理企业的内部会形成一套

比较规范的管理制度,同时也会在服务性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规范。该种

管理模式属于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以及自负盈亏的一种管理模式,在灌区

比较分散的灌溉管理之中十分适用。 

2 新时期灌溉管理信息化的实践与发展 

在当今的新时期之中,信息化技术在各个领域之中都已经得到了广泛

应用,并且发挥出了充分的作用与优势。因此,在灌溉管理之中,相关部门

也应该注重信息化技术的合理应用,以此来提升管理效果。 

2.1加大灌溉管理信息化方面的投入力度 

在新时期的灌溉信息化管理过程中,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对

灌区进行建设,实现灌区的市场化发展,并加大社会资金的引入力度,通过

各种的惠农政策来提升“以水养水”和“节约用水”策略的有效实施。在

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借助于灌区改造来实现用电费用的有效降低,并

以此来弥补供水费用的不足。因此,相关单位可以借助于当今先进的信息

化手段来实现灌区设施的自动化控制,提升工作人员对相关设施的管理和

操作能力,并结合当今的“三农”政策来实现灌区经济费用的提升。 

2.2通过信息化手段来提升灌区管理的决策能力 

将信息化管理模式应用到水库的灌溉管理之中,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实

现用水效率的提升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让灌区之内的灌溉需求得

以良好满足。因此,在进行灌溉管理的信息化实践和应用之中,相关单位一

定要加强信息技术的研究,并将计算机技术结合到系统的控制之中,使其

发挥出良好的功能特点,综合对灌溉系统的分析,建立起一个灌溉区域用

水的实时调度决策系统,让灌溉区域之中的供水得到科学合理的控制。这

样就可以实现节约用水以及实时供水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保障灌溉管理的

质量。 

2.3奖罚机制的建立和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 

为了加强灌溉管理的信息化发展步伐,在通过信息化模式进行灌溉管

理的过程中,相关单位应该建立起合理的奖罚机制,并使其得到彻底落实,

以此来提升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同时,相关单位也应该注重全面

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各方面的宣传、教育、培训等,让管理人员

明确灌溉管理的重要性,并使其对信息化管理知识和管理技术实现全面掌

握。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让新时期的灌溉管理质量得以显著提升。 

2.4“新时期灌溉管理模式”的科学建立 

在通过信息化管理方式进行灌溉管理的过程中,政府和相关单位一定

要结合当今的灌溉需求,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新时期灌溉管理模式”,并将

这一管理模式作为核心,对传统的管理体制加以改革,借助于信息化管理

模式,让灌溉区域之内管理主体缺位和水费征收困难等的问题得以有效解

决,在保障灌溉区域之内用水需求得到良好满足的基础上有效避免水资源

浪费的情况发生。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让新时期的灌溉管理质量得以

显著提升,实现灌溉区域的良好运行及其可持续发展。 

3 结束语 

在当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水利工程的发展迅速,农业用水问题

也逐渐得以解决。在此过程中,灌溉管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随着信

息化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已经在灌溉管理之中得到了

合理应用。将信息化模式应用到灌溉管理之中,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灌溉管

理的质量,同时也可以实现灌溉效果和节水效果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于当

今新时代之中的农田灌溉需求满足、水资源的合理节约以及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都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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