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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农业管理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水利灌溉工程施工,它直接关系农业发展,在水利工程中

发挥重要且关键作用,能够进行灌溉,在管控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管理流程被忽视情况,由于不到位

的技术,使得不完善的建设与监督管理得以存在。农民不能充分认识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要性,对存在施工

管理中的部分问题不重视,这就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将具有较强可行性的管理对策探讨出来,从而为整

体进步与创新的实现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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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s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projects. I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and 

key role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can be used for irrig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management process will be ignored. Due to inadequate technology, imperfect 

co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management can exist. Farmers can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and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some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with strong feasibility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overall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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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

重要地位,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为

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减少因水资源不足

造成的农业发展缓慢问题的出现,相关

人员应加大对我国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视

程度,但是在实际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

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促进该项工程的顺

利发展仍需要进行研究。 

1 水利灌溉工程建设与管理的

重要性 

在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水利

灌溉工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需求量逐

渐增大,导致水资源日益紧缺,须加强水

利灌溉工程建设与管理。首先,加强水利

灌溉工程建设与管理,在农业农村发展

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灌溉工程

建设与管理需做好统筹规划,大力推广

灌溉技术,在确保农田灌溉用水的同时,

节约水资源。加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与

管理,不仅可提高农作物产量与质量,还

可降低农田灌溉成本,增强农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其

次,加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与管理,在维

持生态平衡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灌溉技术的应用不仅可满足农业生

产对水资源的需求,降低农村地区的用

水总量及水资源紧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还可有效遏制过度开采地下水资源的行

为,加强农村地区的水生态保护。 后,

加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与管理,在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地区

依然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农民的节水

意识不强,导致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生

产效益没有得到明显提升。 

2 水利灌溉工程施工管理常见

问题 

2.1不完善的管理体系 

不完善的管理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

方面：水利灌溉工程施工现场具有不完

善的工程管理制度,有较大缺失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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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方面,不能将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到

位。还有缺失存在于巡检制度中,监管机

制缺少科学性。因为不能全面落实施工

现场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理制度,导致有

不同程度缺失情况产生,进而对高效率

开展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工作产生不利影

响,大幅度降低水利灌溉工程管理质量,

并且还会影响到后续运行管理效率的提

高,无法使水利灌溉工程的应有作用和

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从而蒙受一定经济

损失。 

2.2施工人员综合素质能力较低 

施工人员综合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施工质量,若施工人员素质能力

水平低下,就无法及时处理施工中遇到

的技术问题,从而对施工质量无法进行

保障。另一方面,施工技术人员技术能力

水平较低,也不会将有效的施工措施提

供出来,必然会对水利工程施工进度与

质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开展水利工程

施工建设工作时,施工质量受到所有工

作人员影响,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技术能力、思想品质等都会对施工质量

造成影响。想要促进水利工程施工质量

的提高,就要提高每个水利工程工作人

员综合素质能力。 

2.3先进设备和资金的匮乏 

水利灌溉工程十分庞大,具有较长

施工周期,如果增加水利工程运营管理

周期,也会随之增加资金投入,用于水利

灌溉工程施工建设维护方面。现实情况

是资金匮乏问题存在于很多水利工程施

工建设中,从而使其面临的形势异常严

峻。承包工程的企业为了获取 大化经

济利益和资金,就会使施工建设成本不

断降低,从而无法保障水利工程施工质

量。缺少先进设备也会影响施工质量,

一旦缺少先进设备,就无法将水利工程

质量问题检测出来,增加水利工程施工

安全和质量问题。若设备不够完善,对于

施工质量水平就无法进行保障,因此,先

进完善的设备设施对于保障水利工程施

工质量必不可少,这样能够为后期维修

提供更多便利。 

3 解决水利灌溉工程施工管理

常见问题措施 

3.1强化勘察设计环节,保证灌溉技

术的科学性 

灌溉技术对实地的勘察有着较高的

要求,不仅要勘察农作物对水量的需求,

同时也要勘察地质、气候、降水等相关

环境问题,从而保证灌溉技术能够得到

优化。而且灌溉技术也要综合考量各方

面因素,这样能够保证当地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例如,在勘察过程中,应该首先

对当地农作物的分布以及各种农作物的

特点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的统计,从而

选择适当的灌溉方式。然后再对当地地

质进行勘察,主要勘察当地地质湿度,以

及渗水能力等,还要对降水等环境因素

进行全面地勘察。 后通过收集整理多

方面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从而得到多

种农作物实际需求的灌溉水的用量,从

而设计出符合相关数据与需求的灌溉施

工图纸,并进行高质量施工,从而让灌溉

技术得到更科学、合理的应用。 

3.2构建完善的灌溉工程管理体系 

提高水利灌溉工程管理水平的主要

策略之一是构建完善的灌溉工程管理体

系,管理者和施工者应共同参与管理,严

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有效杜绝管理差

错导致的不良影响。水利灌溉工程属于

民生工程,在水资源合理利用及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需构

建合理的工程管理体系,加强管理者与

施工者之间的凝聚力,在协同作业的基

础上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

水利灌溉工程的质量。 

3.3加强相关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 

将灌溉具体应用到水利工程之中,

加强对相关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不定

时开展知识技术培训,有效增强自身的

知识储备量,提高水利工程的节水意识。

国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国家做的

更完善,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招聘

西方国家中比较优秀技术人才,积极借

鉴先进的工作经验、工作方法,指导农民

群众更好地灌溉农田。开展相应的技术

性内容讲座,给相关技术人员进行技术

指导。在学习之后,需要针对学习内容开

展业务考核,考核及格的技术人员才能

持证上岗,考核不通过者就面临着下岗

的风险。借助这样的考核方式,充分调动

其他工作工作人员。 

3.4加快水利灌溉工程中设备的更

新速度 

加速对陈旧设备的更新,开展排灌

泵站节能技术改造,有效发挥其节水潜

力,使现阶段存在的水利相关设备设施

损坏、老化等相关问题及时有效解决。同

时,加大对水利灌溉工程的相关研究,充

分借助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

际发展状况进行更加符合当地使用的水

利工程建设。 

3.5加大水利灌溉工程资金的投入 

对于我国当前阶段水利灌溉工程建

设过程中出现的设备设施不完善以及设

备投入不足的状况,相关人员在解决的

过程中应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工程资金投

入,一方面有助于引入更好的设备设施,

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维修设备在运行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此过程中,相关人员

应积极组织群众进行筹款,同时向当地

的管理部门申请资金,要向不同管理层

面的政府申请不同数量的资金,既有助

于快速筹集资金,也有效避免了只向一

个部门申请资金导致的筹集困难现象的

发生。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能够有效增

加灌溉工程的资金收入,减轻工程建设

面临的资金压力,大量的资金投入可促

进我国水利灌溉工程建设更好地发展。 

3.6加强对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的监

督管理水平 

在传统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的过程

中,相关工作人员不重视监督管理工作。

因此,在当前阶段,要提高相关人员的监

督管理水平。要因地制宜形成适合当地

的管理模式,这样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管

理水平的提高,而且也能够 大化的发

挥水利灌溉工程的真正作用。在此过程

中,可以通过实施严格的监管制度以及

分层管理制度保证水利灌溉工程的正常

运行。对于水资源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相

对严重的地区,要及时进行管理,加强保

护修复,严格控制用水量,加强宣传,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4 结语 

水利灌溉工程建设与管理,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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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发展、维护生态平衡及优化水

资源利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提高水利灌溉工程建设与管理质量,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专业性和综合性,

应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采取

有效的措施,不断强化灌溉技术应用效

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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