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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渠道工程为农田提供水资源,有效保证了农作物的生长。本文就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进行探

讨,以工程运行效果为出发点,说明渠道工程维护管理的主要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时,也通

过一些实际案例说明渠道工程的运行情况,以有效提高渠道工程的维护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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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nel engineering provides water resources for farmland and effectively ensures the growth of 

crops. This paper discusses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 engineering, taking the operation 

effect of the project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plain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channel projec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operation of 

the channel project through some practical case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channe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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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是农作物生长的必要物质基础。通过使用灌溉技术灌溉

农田,不仅能够有效保证农作物的生长,也能有效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率。在如今水资源较为紧缺的时代背景下,灌溉渠道工程正

是农田水利必备的技术手段。为此,相关农务人员一定要重视灌

溉渠道工程,有效维护和管理好渠道工程。 

1 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的意义 

农田水利渠道维护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有效保证渠

道的使用寿命,提高农作物的生产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等。

具体而言,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的意义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整体运行是需要很多水资

源的。要尽可能避免浪费水资源,缓解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率。 

其次,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维护与管理能够有效保证

渠道的使用寿命,降低农田生产成本。同时,也能更加精确地保

证农田灌溉用水量,提高农作物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很多地区

的农业生产都是靠天吃饭的。一旦渠道工程没有很好地得到管

理,发挥不出其真正的用处,就会影响到农田的产量,降低农民

的收入。 

最后,维护和管理农田水利渠道工程能够有效提升水资源

利用率。渠道工程是链接取水点和农田的重要部分。如果要实

现农田灌溉,合理规划好农田植物种植类型、扩大农田规模等,

都离不开水资源。为此,一定要重视渠道的建设与管理。 

2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的效果要求 

2.1安全性 

实际上,农田水利灌溉的渠道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性、稳定

性,才能有效保证水资源的利用效果。比如,如果渠道出现了高

填方、深挖方地段,就会严重影响到灌溉的质量,甚至容易威胁

到生命安全。为此,为了保证农田水利灌溉的效果,必须要严格

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着重注意渠道灌溉运行过程中的一些

安全隐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渠道经过山丘地形等地方时,

工作人员一定要重视渠道和河流这些有水区域之间的距离。如

果发现两者距离太短,就要在降雨太多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以

免被洪山冲毁渠道。此外,工作人员也可以合理结合实际情况,

有效利用排洪设施等,以保证渠道灌溉的质量水平。 

2.2最大化利用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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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灌溉能够有效实现农田的高产量,节约水资源。为了充

分保证水资源的利用效果,工作人员就需要积极关注水资源的

运输距离,及时监控好水资源用量等,以切实保证渠道供水符合

实际需求。一旦发现有渠道供水情况不符合预期,工作人员就需

要及时发现问题根源,以维护渠道运行的效果。实际上,在用渠

道输送水资源时,难免还会出现水资源损失的情况。为了避免浪

费,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就需要健全灌溉渠道的功能,比如结合

实际维护好渠道的集水功能等。此外,如果有可能,还可以在将

水资源用于灌溉之时,有效利用水资源进行发电。这也是充分利

用水资源的有效途径。 

2.3保障运行效率 

渠道运行的效果也与渠道的地形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

在渠道施工时,施工人员就会结合地形合理设计出渠道。比如,

施工人员会在位置较高的地方建设灌溉渠道,在较低的地方布

置排水渠道。为了有效减少成本,也为了保障渠道的运行效果,

工作人员一定要重视地形的优势,关注自然排水的效果。如果有

必要,工作人员也可以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在构建两套相互独立

的灌排系统。此外,如果是一些局部的洼地,或者高地的区域等,

可以结合小片的提灌来保障渠道运行的效率。 

3 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维护管理资金短缺 

实际运行渠道工程时,会涉及到很多内容,比如人力、物力

等资源。但是政府的资金支持比较有限,一般只占到一半。为此,

经常会出现在工程建设之后无法购置配套设备的问题。这不仅

影响到了工程的作用,也不利于我国农田水利的发展。 

3.2维护管理意识不足 

如今,很多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都不是很重视工程维护。

这使得维护管理工作难以开展,不仅缺乏相应的制度管理,管理

人员的维护能力也不够。这造成维护管理工作缺乏一定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 

3.3维护管理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很多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维护管理效果不好,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统一的维护管理体系。维护管理体系能够提

高管理效率,有效说明维护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这能起到维护

管理的引导作用,切实保证维护管理的水平。然而,由于缺乏工

程运行维护的管理体系,管理人员无法按照相关标准开展维护

管理工作。这大大影响到了工程质量,缩短了工程寿命。 

4 强化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的有效措施 

4.1加大维护管理资金投入力度 

为了进一步保障我国灌溉工程的质量,就需要结合实际情

况,有效加大资金投入。比如,要在原有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利用

一些融资渠道等,有效增加企业对工程的资金支持。此外,也可

以尽量争取更多的政府投资,提高工程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的

质量。这样有了更多的资金,就能引进更好的设备,充分满足农

田的灌溉需求,切实提高农田的生产效益。 

4.2树立正确的维护管理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农田灌溉的相关理念也在变化。为了

有效提升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的效率,各个管理单位就需要结合

实际,不断更新新思想、新理念。尤其是要重视节约用水的观念,

强化水利设施的管理工作。现如今,很多人都忽略了维护管理的

重要性,这大大降低了维护管理工作的质量,不利于渠道的质量

管理。为此,就需要通过各个途径,有效增加维护管理意识,提高

人们对于渠道维护管理的认识。 

首先,需要加强农民对农田渠道维护管理的认识。通过定期

举办一些培训会,向农民讲解渠道管理的重视,对其展开与维护

运行有关的思想教育工作。这能有效让农民意识到维护管理的

重要性,让农民自主参与到维护管理工作中。同时,也能增加农

民的专业水平,保证农业发展的质量。 

其次,也要做好设备维护管理工作。在渠道工程运行的过程

中,会涉及到很多装置设备。这些装置设备不仅耗费了很多成本,

也是渠道工程运行的重要组成部门。为此,一定要严格把控好相

关管理人员对装置设备的管理。通过定期到现场观察灌溉的情

况,检测装置设备等,能够有效维护好设备装置的质量。此外,

如果有遇到装置设备出现问题的情况,也要及时利用专业知识

进行维修,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出现,危害农田灌溉的效果。 

最后,相关部门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有效利用好专业优势,

到工程现场去指导施工人员。这样通过现场指导,不仅能够提高

施工人员的施工水平,也能提高渠道工程的质量。 

4.3构建科学完善的维护管理体系 

具体而言,要结合渠道工程利用价值以及农户对渠道工程

的需求,有效制定出统一的管理制度。尤其是要明确渠道工程中

各种资金的使用情况,设定好各种技术参数等。 

还可以直接结合当地水利管理部门的力量,有效开展一些

与维护管理工作相关的制度管理工作。同时,水利管理部门也可

以向农户说明一些技术管理的措施,以提高工程管理质量,切实

延长渠道工程的使用寿命。 

4.4重视监督检查工作 

在渠道运行管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积极做好有关渠

道运行管理的监督工作。通过监督,能够有效了解到渠道的情况,

及时的发现一些渠道运行的问题。这非常有利于改善工作人员

的监督管理工作质量。对于工作人员而言,很多渠道运行管理问

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一个渐进形成的过程。因此,监

督管理工作正是能够随时了解到渠道各项情况的重要方式,有

利于整个与渠道运行管理相关的各项资源,提高渠道管理的质

量。此外,一旦渠道运行维护和管理出现问题,工作人员也可以

积极采取措施有利整改工程,以有效保证工程项目的安全性,提

高运行管理的质量。 

4.5增加农田灌溉人员的素质水平 

农田水利灌溉工作离不开人工的力量。为了有效保证灌溉

的效果,提高渠道管理的质量,就必须要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

重视灌溉人员的综合水平。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农田灌溉人员都

在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开展工作。甚至一些人非常重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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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而忽略了新技术的优势和作用。针对这一问题,就可以从

新技术的角度出发,为工作人员传授一些新的工作经验和工作

方法。 

具体而言,要从灌溉的效果出发,有效考察好各个工作人员

的工作情况。在基于工作人员综合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开展一些

培训工作,不断地加强农田灌溉人员的综合素养。同时,可以结

合农田的实际情况,有效讲解有关农田灌溉的常识,保证农田灌

溉渠道运行的效果。或者,也可以到现场进行指导,让工作人员

重新认识渠道的特点和作用,由此来加强工作人员对渠道运行

维护和管理工作的重视。 

4.6注重渠道运行管理的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农田水利灌溉也有了新的要求。为

此,就需要结合实际,有效创新渠道运行的维护和管理。比如,

可以使用一些先进的技术来实现农田灌溉的高效节水功能。或

者,可以从农田的实际需求出发,有效创新出新的工具,以切实

助力于农田灌溉的效果。总之,一个行业需要发展,就离不开创

新。通过创新,不仅能为农田水利灌溉渠道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也能有效促进我国农田的发展。 

5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应用实例 

某地区,有一处农田水利工程年代较久,加上当初建设时受

到机械设备缺乏等的限制,其灌溉农田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此外

偶尔有漏水现象,加上渠道底部有部分堆积物,影响了水的流动

性。此外,渠道工程的一些地方还有堵塞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出

现都是因为渠道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工作人员没有制定出良好

的策略保障用水的秩序,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对该渠道的运用

管理工作。为此,为了改善农田灌溉的效果,就需要重视此渠道

工程的维护和管理工作,提高灌溉的效果。 

首先,当地深化了体制改革,严格要求各个部门按照实际的

情况考察当地的渠道运行情况。通过各个部门的协调工作,当地

很快落实了渠道管理的各个环节,认识到渠道运行维护管理的

问题。此外,相关工作人员也重新意识到渠道运行维护管理的重

要性,有效修补了渠道漏水的地方,并且清洁了渠道底部的堆积

物,提高了渠道的畅通性。 

其次,当地积极完善了有关渠道运行的设施管理。具体而言,

当地积极引进了一些较为先进,容量较大,流速较快的水泵,替

换了旧的运行效率低的水泵。这大大提高了渠道的运行效率,

保障了农田灌溉的效果。 

另外,为了有效提高当地灌溉用水的秩序性,当地还建立了

明确的用水制度。通过划分农田区域,明确不同农田区域灌溉用

水的时间、用水量等,有效保障了农田灌溉用水的公平公正。同

时,通过区域划分,也更好地发挥了水资源的作用,提高了水资

源的利用率。更关键的,当地还大力宣传了农田灌溉用水的节约

意识。通过宣讲、张贴标语等,当地有效提升了农民节约用水的

意识,切实保证了水资源的利用率。此外,当地也重新制定了新

的收费标准,让农民意识到浪费水资源的经济损失,让农民自主

地节约用水。 

最后,为了获得更好地收益,当地也制定了合理的水利管理

战略策略。通过战略策略,当地更好地加强了与市场经济之间的

联系,切实完善了水费征收工作。这有效提高了农田的经济收益,

为农民创设了更好地经济效益。透明化了水利灌溉管理效果的

同时,也节约了水资源。 

6 结束语 

总而言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保障我国农田产量的重要

工程。为此,相关部门和农户一定要重视渠道管理,充分认识到

渠道工程维护管理的价值。通过构建完善的维护管理体系,建设

统一的管理标准等,能够引导农户更好地开展渠道工程维护管

理工作。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更

多的资金,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经济收入,也能切实保证渠道

工程的使用寿命。此外,加强相关人员的维护管理意识也非常重

要。只有尽量从多方面去管理好农田水利渠道工程,才能切实保

证渠道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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