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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对于农业发展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大力地进行着新农

村建设,农业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为了农业经济更好发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农作物的生长成长都离不开水资源,而干旱、洪涝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又非常大,通

过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就能有效地缓解这种因素带来的不良影响,这类工程的规模都是比较有限的,

因此应用的资金也比较少,在成本上也比较有优势,所以得到了推广。因此,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合理建

设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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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ow, China is vigorously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has also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We should know that the growth of crops is inseparable from water resources, and drought and flood have 

a great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adverse effects brought by this factor can b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scale of this kind of projects is 

relatively limited, so the applied funds are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y have advantages in cost, so they have been 

promoted. Therefore, the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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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推动我国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灌

溉、抗洪防旱的重要基础。但是当前小

型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还存在很多问

题,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功能发挥造

成了很大影响,同时还影响我国农业生

产效率。因此,对于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项目管理,要从全局出发,加强全面管

理,提升使用效率。 

1 农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与管理的重要性 

1.1增强质量 

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对施工

过程进行系统化管理能够有效保障施工

的质量,监督管理能够使施工中对材料

的选取,材料的保存,技术的把控,施工

的环节搭配进行整体的核算,监督过程

中如果出现质量不达标的情况会被及时

叫停,对整个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质量的

严格要求能够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

施工中不出现质量问题。 

1.2确保安全 

安全是所有施工以及各行各业永恒

的话题,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也

是如此。匮乏的安全意识不仅不能确保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效率,同时施

工后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质量也很难得

到保障。同时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施

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会造成一定的

威胁,而且在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施工,容易引发工程事故,对工程施工的

整体效益和利润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

完整的安全管理模式是确保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施工的必要前提。 

2 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

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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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管理观念陈旧 

现阶段,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管理观念陈旧,各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

对管理工作缺乏关注。虽然我国早在20

世纪70年代就引入了节水灌溉技术,但

目前仍有部分地区采用传统灌溉模式,

水资源利用率低,存在水资源浪费现象。

除此之外,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成

后缺乏完善的管理维护制度,存在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由于没有按时维护而出现

老化破损加速的现象,使整体工程受到

严重影响。 

2.2管理体制不完善 

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国家及各级政府给予了大量的资金及技

术支持,但后期管理缺乏完善的管理体

系及维护管理部门。部分用水量较低的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移交至当地乡(镇)小

型农田水利站或村委会(协会)进行统一

管理,部分供水水平较低的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部分

村民由于管理意识不到位,为方便自家

用水,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引流渠道上

随意开口,导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整体

使用效果降低,不利于当地农业生产。 

2.3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现阶段,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管理工作不够完善,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及专业水平较低,且缺乏自我提升意识,

导致管理工作无法落实到位。除此之外,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人员普遍存在

“建设重于管理”的观念。其实不然,

建设固然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核心,

但后期的管理工作同样重要,管理工作

不到位会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使用寿命

及使用效果造成不利影响。部分地区在

管理过程中采取了全民参与措施,但群

众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意识不高,加

之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导致群众积极

性不高,参与程度不理想。 

3 建设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小型

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发展措施 

3.1加强管理意识 

在建设管理中,为提高各人员的管

理意识,各地要对管理人员实际状况进

行了解,对培训内容合理设计,使得各人

员拥有管理的现代化思维,掌握管理的

科学方法,能够有序、规范地完成管理。

而为保障各人员对建设管理积极参与,

也应该对绩效考核等体系进行建立,使

得考核的结果能和各人员的晋升、待遇

等方面结合,再应用竞争机制,运用优胜

劣汰这一原则,让各人员可以积极进行

良性竞争,让他们将日常工作更规范地

完成。 

3.2组建精细化的管理体系 

实际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

由于其施工环节众多且较为复杂,因此

要对管理体系进行细化分层,使每一个

环节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精细化管

理适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在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一些环节,例如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环节,材料采购

环节,现场规划环节等众多环节中采用

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使每一个环节的管

理都能够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流程,

从而促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整体管理

得到保证。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实际

施工中,人员的管理也是极其重要的一

点。为了保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持续

发展,对于人员的管理应该秉承以人为

本的理念,如果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

人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和技能,就会导

致很多人为因素导致的问题出现。同时

施工人员的思想素质也是很重要的一方

面,消极地对待工作也会影响整体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结果的质量和施工效

率。另一方面,如果施工人员仅仅只有专

业技术然而并没有对相关管理规程加以

重视,就会出现很多施工环节上的毛病。

因此,要加强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

工人员的管理,就要从专业技能管理和

职业素养管理两方面下手。 

3.3提高建设管理人员素养 

针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工作的

有效开展,建设管理人员具有重要意义,

管理人员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素养直接影

响整体项目的建设管理质量,进而关系

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实际建设水平。想

要保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实际施工中

的施工安全与质量,施工单位必须要注

重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加强提升管理人

员的专业能力与素养。首先,要使管理人

员具备质量意识,清楚意识到工程质量

控制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重要意

义；其次,要加强对管理人员专业知识的

培训,提升管理人员自身的专业水平,从

而有效开展建设管理工作,确保管理工

作质量与效率。 

3.4强化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在各行各业

中得到了重视,无论是在任何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施工中,安全管理都极为重要。

施工人员在进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施工

现场前要进行完整的安全培训,同时为

他们配发相应的劳保护具,在施工过程

中,企业也应定期对参与施工的人员做

安全讲解,并可以进行相关的安全试题

测试,对于经过培训后成绩不合格的员

工应坚决禁止使用。同时也应该培训相

关技术人员的安全技能,从而预防安全

问题的发生,并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安

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施工能够顺

利进行。在实际情况中遇到安全问题,

一定要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进行有效控

制,把安全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

最低。同时要有安全问题出现情况的预

案和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求在出现安

全问题时能够第一时间对问题进行分析,

高效解决问题。 

3.5强化监督,促进发展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保障

农村安定团结的重要基础。在进行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会涉及多

种专业技术,因此,就需要相关部门做好

施工建设的优化和完善工作,对农田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进行积极监督。在

工程施工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相关的

管理机制进行建立健全,在遵循当地农

业发展计划的前提下,做好农田分布和

地质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同人民群

众所提出的工程建设意见进行结合,对

工程项目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做

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工作,将其作

用进行充分的发挥。 

3.6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充分调动

农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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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要通过各种

途径来筹资；其次,要通过有效的措施将

农民参与建设以及管理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让他们自主、自愿地参与进来；最

后,要贯彻落实规范性原则,要加强相

关方的沟通,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同来推动农村小型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建设。 

3.7积极推行管养分离 

对于管理人员必须要保证定岗的科

学性,还要对其进行核定,要建立专业的

养护企业,专门提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业务以及人员,然后采用招标

的方式选择养护企业。要做到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的管养分离,对于经过核定的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资金,相关财政

部门要确保其落实到位,要完善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维护企业的资质标准,还应

该为维修养护市场主体的发展创造条件,

并对其市场环境进行规范。 

4 结语 

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田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是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保护人们的生命

财产安全。所以,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对

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管理都

必须重视起来,要加强管理,提高管理的

质量。如今我国的农田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管理还是有着许多不足的地方,这也

会影响到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实施。在以

后的农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工作开

展中应该注意充分明确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建立健

全建设管理机制,强化提高内部人员的

综合素质,加大各方面的宣传力度,最

终提升农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

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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