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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灌溉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确保农业生产活动健康有序发展、生产水平有效

提升的重要支撑。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理是涉及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技术应用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性

工作,是确保水利灌溉工作成效充分体现的重要基础。本文在简要概述基层农田水利灌溉工作主要内容

和重要性基础上,分析实际工作开展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的改善对策,以此为管理工作开

展提供参考,为提升水资源利用水平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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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riga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s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level. Basic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management is a specific work involving management concepts, management methods,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etc.,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ensure the full embodi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work.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main contents and importance of basic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actual work,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in a targeted manner,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work and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level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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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运行和维

护工作体系中,需要综合考虑当地农业生

产发展需求、水资源分布和保护要求,对

灌溉工程进行系统优化,选择合适的建设

方案,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得以有效保障,

确保水资源利用效率达到最优化水平,为

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但是

在当前基层工作开展中,受多方面因素影

响,在管理体系、管理模式、资金投入和

农民主体性体现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多

问题,对实际应用成效产生影响,对农业

生产稳定和水资源保护产生影响。 

1 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

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性 

1.1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的

主要内容 

农田水利灌溉是伴随人类农业活动

出现而产生的活动,是人类文明传承发

展的重要支撑条件,我国农田水利灌溉

传承历史较为悠久,在新时期相关技术

不断创新发展背景下,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作用更加显著[1]。基于一般地区基层

农田生产特征,水利灌溉管理工作主要

包括如下方面内容： 

(1)水利灌溉工程规划和建设管理,

这是整体管理工作开展的基础,结合不

同地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

要求,从整体上做好工程项目规划和建

设,是确保水资源高效利用、提升农业生

产水平的重要基础。 

(2)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水资源总量

丰富、可开发利用量低、人均水资源量

缺乏,是我国水资源供给的基本特征,因

此在农田水利灌溉管理中,必须要坚持

以节水理念为指导,创新水资源利用技

术,提升区域范围内水资源利用效率。 

(3)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运维工作,

多数地区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已经有较长

的运行历史,在某些环节存在明显的失

修现象,在运行中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水

资源浪费,无法起到农业生产保障效果,

做好运维工作是确保灌溉设施作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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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重要前提。 

(4)农田水利灌溉运行中的安全管

理工作,包括设施运行安全、生产人员和

周边群众的人身安全等各个方面内容。 

1.2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的

重要性 

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理是涉及农

业、水资源管理、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系

统性工作,因此做好具体管理工作具有

多方面重要性。首先来说,做好基层管理

工作是确保农田水利灌溉管理体系有效

运行的重要基础,是确保农田生产良好

运行的重要基础。其次是做好基层农田

水利灌溉管理工作,能够有效提升农业

经济运行水平,切实提升农业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再次是深入做好

基层工作,准确分析实际工作开展中的

问题,是确保农田水利灌溉设施保持良

好运行状态,设施性能有效发挥的基本

前提,是确保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保

障[2]。最后是做好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

理工作,是优化水资源利用模式,提升我

国水资源利用水平的基本途径,是确保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要求。因此对相关部门而言,必须要从各

个方面入手,全面、深入的做好基层农田

水利灌溉管理工作,确保工作成效不断

提升。 

2 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理面临

的问题 

2.1农田水利灌溉管理体系不够

完善 

农田水利灌溉是涉及上下游各个方

面、枢纽工程及配套设施运行等各个方

面的系统性工作,对不同流程衔接具有

较高要求。但是在当前多数地区农田水

利灌溉管理工作开展中,不同设施分属

不同的主管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的管理

目标存在差异、管理平台分散、重建设

轻管理的现象依然较为显著。这些问题

的存在,不仅使得农田水利灌溉用水无

法得以有效保障,无法满足当地农民生

产生活的基本要求,还使得部分水利灌

溉设施维护滞后,在旱季失去灌溉能力,

与农业经济发展需求不够协调。管理体

系不够完善还体现在不同地区的管理

标准不一致,标准内容与当前技术发

展和节水灌溉理念发展要求存在偏差,

使得管理工作无法深入开展,对农田

水利灌溉设施作用发挥也产生明显的

限制作用。 

2.2农田水利灌溉管理模式有待

创新 

新时期背景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

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信息化技术

在管理体系中的应用水平也逐步提升,

为管理工作朝向精细化方向发展提出更

高要求。但是在多数地区农田水利灌溉

管理工作开展中,依然是以传统粗放式

的管理模式为主,在节水配套设施和设

施运行数据采集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

对精细化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在管理

工作开展中,没有能够从市场化角度分

析农田水利灌溉需求,工作内容主要是

集中于防汛抗旱等方面,由此使得水利

灌溉管理效能无法充分体现,更无法满

足当前农业生产类型多元化、乡村振

兴项目多元实施的现实要求,无法有

效展现农田水利灌溉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2.3农田水利灌溉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具有范围

广、技术多样、设施类型复杂,改造要求

难度大等方面特征,因此具体工作开展

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需要高效、及时、

精准的完成具体管理工作。但是在当前

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中,项目资金来

源较为单一,主要是依赖于政府投资为

主,受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影响较

为显著[3]。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开展中,

对管理工作开展的经济性认识不足,对

市场化运行模式转变的认识不够深入,

使得资金利用效率较为低下,在人力资

源和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受到较大限制,

工作人员积极性明显不足。同时在多数

地区农田水利灌溉建设体系中,信息化

建设方面的投入也严重滞后,资金投入

无法满足软硬件设施和技术人员投入的

基本要求,使得信息化运行水平与实际

要求要存在较大差异。 

2.4群众参与管理积极性不足 

人民群众作为农业水资源使用的主

要对象,理应成为农田水利灌溉管理的

主体,在各个环节都能够更加积极的参

与到管理工作中来。但是在当前农田水

利基层工作开展中,多数群众参与都是

以被动形式为主,参与积极性不足,在日

常工作中,缺乏相应的宣传指导,对农田

水利灌溉管理工作成效造成影响。尤其

是在部分中青年劳动力流失较为明显的

农村地区,仅有部分中老年农民能够参

与到灌溉管理工作中来,对新型技术推

广应用实效和管理措施的具体落实产生

多方面影响,对农田水利灌溉管理的可

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 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理水平

提升对策 

3.1适应发展要求完善管理体系 

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生

产体系变革的新型要求,构建更加完善

的管理体系,是确保管理工作水平有效

提升的基本要求。在具体工作开展中,

要根据不同地区水资源分布、开发和利

用的现实情况,将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

作内容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要求各个

部门之间能够强化协作和信息对接,明

确统一的管理目标,将运营管理与建设

管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4]。在管理体

系中,还应当根据水利灌溉设施的使用

情况,做好现场调研,分析设施运行的薄

弱环节,提前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维

护措施,强化新型维护技术应用,坚持以

节水灌溉要求为基本指引,推动农田水

利灌溉管理工作朝向体系化、科学化、

规范化方向发展。也只有在完善管理体

系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农业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为农业经济发展奠定更加坚实

的基础保障。 

3.2强化技术支撑创新管理模式 

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创新农田水

利灌溉管理模式,是提升具体工作实效

的重要条件。在管理工作开展中,各个岗

位工作人员都应当转变传统理念,坚持

以精细化理念为指引,推动各项工作朝

向精细化方向发展。通过完善的节水设

施建设、配套设施的投入和运维、运行

数据采集,更为精准的分析灌溉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将管理工作覆盖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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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运行的各个方面。同时在部分地区

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中,还应当适应

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项目实施要求,

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和运行模式进行调整,

以市场化形式满足新型农业经济发展需

求,在确保水资源有效利用基础上,实现

农田水利灌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水平

的同步提升。 

3.3多元促进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资金投入是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

开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管理工作水

平不断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政府

和主观部门而言,应当认识到农业生产

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大

在农田水利灌溉管理方面的资金投入力

度,要求资金投入必须能够在财政支出

中占据一定比例,在确保相关工作人员

基本生产生活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5]。同

时在具体运营管理中,还需要强化社会

层面的资金投入,利用多种形式的建设

和合作运行方式,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农

田水利灌溉市场化开发力度,有效弥补

由于资金缺失造成的建设滞后现象,也

能够更好的合作方经济和社会效益诉求,

推动管理事业朝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3.4全面提升群众参与管理积极性 

全面提升群众参与农田水利灌溉管

理工作积极性,优化管理工作主体队伍,

是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能够全面落实的重

要保障。在日常工作开展中,要充分借助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优势,强化农

田水利灌溉管理方面的宣传,使群众能

够深刻认识到水资源保护利用、农田水

利灌溉精细化发展、农田水利灌溉安全

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积极的

参与到力所能及的工作中来。同时,在管

理工作开展中,还应当加强群众方面的

培训工作,引导群众能够更好的掌握节

水灌溉技术、信息化技术和安全管理要

求,推动管理工作实施水平不断提升。 

4 结束语 

新时期背景下,基层农田水利灌溉

管理工作面临形势更加复杂,各项工作

开展要求也不断提升,对于相关管理部

门而言,必须要转变传统理念,强化信

息化体系建设投入,优化管理工作体系

和工作模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全面

提升群众参与日常管理工作积极性,以

此才能够确保农田水利灌溉设施保持

良好运行状态,为农田水利灌溉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实现奠

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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