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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建设脚步加快的背景下, 农业发展规模不断扩

大,农田灌溉、防涝等工作有了新的要求,促使农田水利工程

发展速度提升[1]。众所周知,农田水利工程具有公益性,可以

保证农民的公共利益,满足农业生产需求。但是受到传统观

念的影响,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缺乏管理制度,造成管理效果

直线下降,无法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就对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的特点进行分析, 并提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具

体的管理对策。

1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特点分析

众说周知, 农田水利工程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

点民生工程,可以满足农民生产需求,保证农民经济效益[2]。

通常情况下,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农田水利工程是一项利民工程,主要作用是帮

助农民进行灌溉,解决洪水的侵扰等大型水灾问题,进而减

少农村公共财产的损失,提高农业生产质量,满足人们生活

所需,所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具有公共服务性特点。第二,由

于农田水利工程是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其建设不需要

农民出资,由国家政府部门拨款,建设完毕后农民可以直接

进行使用, 只需要农民在日常使用后进行后期管理维护工

作就可以, 所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工作只会给农民带来经

济效益,不会影响到农民自身经济利益,具有保护经济性特

点。第三,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包

含灌溉、排水、除涝、防治盐、渍灾害等多种水利设施[3],此工

程展开的时间是在夏商时期, 使用后可以实现农田旱涝保

收、高产稳定的目标,进而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农田水利

工程在建设完毕,投入使用后,需要定期展开维护管理工作,

才可以避免农田水利工程出现损坏, 延长农田水利工程使

用寿命,所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具有维护性特点。

2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现状分析

2.1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管理问题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田水利工程数量呈现出上升

的趋势,在此种情况下,造成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人员出现“供

不应求”的局面[4],部分农田水利工程为了保证工程施工进

度,就会在雇佣大量由农民工组成的施工队伍,这部分施工

人员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 所掌握的施工技术和安全应变

能力偏低, 导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发生安全事故的几率

增加。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在施工中经常

会使用大量机械设备、施工材料,造成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环

境呈现出复杂性, 增加农田水利工程人员的现场管理工作

难度。

2.2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质量问题分析

现阶段,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田水利工程

的规模逐渐扩大,所涉及的客观因素逐渐增多,使得农田水

利工程施工中经常出现质量问题, 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方面,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单一,在此种情

况下,相关负责人为了节省建设成本,就会雇佣一些“名不副

实”的施工队伍[5],这部分施工队伍在施工中缺乏责任制,导

致农田水利非工程建设质量低。另一方面,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缺乏完善的监理工作, 即使工作中存在监理工作人员,监

理工作人员综合能力偏低, 无法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做

到准确监理,导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存在质量问题。

2.3村民缺乏农田水利工程后期养护意识

由于村民受教育年限少,水平普遍较低,思想意识不高,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农田水利工程养护意识低,具体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村民缺乏农田水利工

程重视,不明白农田水利工程的使用价值,在此种情况下,即

使国家出资建立了农田水利工程,使用效率却低,无法让农

田水利工程发展会应有的作用[6]。另一方面,部分村民缺乏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养护意识,在使用后,不对使用现场进行

处理,造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乱,影响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使用寿命。

3解决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3.1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工作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工作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第一,农田水利工程负责人可以根据农田水利

工程具体施工特点制定一个完善的安全责任制, 通过这个

安全责任制加强工作人员的管理, 提高每一位工作人员的

自觉性,保证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性[7]。第二,相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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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需要在工作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 对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施工队伍进行培训, 保证农田水利工程施工队伍内部的

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正确认识安全施工的重要性, 在施工

中佩戴安全措施,实现安全生产目标。第三,相关负责人需要

根据国家下发的相关文件制定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管

理制度,并保证安全管理制度的全面性,提高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的安全管理工作质量。第四,相关负责人还需要对工作

人员实行“交替班”制度,在工作中进行安全交接,避免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中出现安全事故隐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3.2制定农田水利工程质量保证体系

相关人员要想保证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就需要制

定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质量保证体系, 根据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的具体情况, 改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管理方式,保

证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从而提升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质量,满足广大农民的使用需求。

3.3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现场监理工作

监理工作是保证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基础, 因此,

相关负责人员要想保证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就需要加

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现场监理工作,具体如下：一方

面, 相关负责人员需要根据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况完善现

场监理工作制度, 对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进行落实,

重点关注农田水利工程的关键部分和隐蔽工程, 并对这些

部分内容进行验收,保证质量。另一方面,相关负责人员需要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的原材料、结构配件等众多环

节检查工作, 对施工中所使用的农田水利工程进行认真审

核, 然后再严格按照农田水利工程的验收标准进行验收工

作,验收完毕后制定针对性的质量评估报告,为今后的农田

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3.4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后期的养护管理工作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完毕后,村民就会进行使用,但是村

民在使用农田水利工程时还存在后期养护管理工作不到位

的情况,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通常情

况下,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后期的养护管理工作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关部门需要大力宣传农田水

利工程使用方法、使用好处等内容,让每一位村民都能正确

认识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意义,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合理使

用农田水利工程进行灌溉工作,解决水资源浪费问题。另一

方面, 相关部门需要加强村民对农田水利工程维护管理工

作意识, 让每一位村民都能正确认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

作的重要性,保证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质量,提升农村农

业生产效率,让每一村民都获取到最大的经济收入。需要注

意的是,农田水利工程使用完毕后,需要及时清理现场,保证

现场的干净度。

4总结语

总而言之,农民数量占据了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是我

国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因此,我国要想解决城乡贫富差距,

就需要重点关注农村经济发展, 制定一系列支持农村经济

发展的措施,其中就包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根据

农田水利工程具体特点,制定完善的管理方法,并对村民进

行思想教育,提高村民节水灌溉意识,从而保证农田水利工

程管理工作效率,推动农村生产行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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