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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全面贯彻耕地保护建设决策部署,推动农田建设项目科学规范管理,提升农

业经济效益水平的重要实现途径。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要以水利工程建设为基本支撑,提升水资源利用效

率,提升节水灌溉技术应用水平,为绿色农业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本文在明确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意义基础上,分析建设活动面临问题,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优化路径,以此为工程项目设计、建设和运

维管理优化提供参考,为提升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起到应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优化 

中图分类号：TV5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Construction Optimization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Lanhua Song 

Xiaoyingpan Water Management Station, Bole City, Xinjiang 

[Abstract] High 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decision and deployment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benefit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needs to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s the basic 

support,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play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path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lay a du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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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建设随着土地制度和管理方式变化,必然会要求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不断创新,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农业生产方

式优化和技术创新提供有效保障。但是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平

不断提升背景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也面临诸多方面新问题、新

情况,对水利部门而言,必须要切实从实际情况出发,优化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方式,推动工程项目建设创新发展,为高标准

农田项目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 

1.1高标准农田的概念 

高标准农田是依据国家和相关部门政策为基本依据,从我

国具体国情出发,在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所建设的集

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

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农田管理类型。全面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尤其是做好相关水利工程建设,是有效改变农业生

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保障。在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

仅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

定的重要保障。 

1.2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 

国家相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全国建成10亿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基本完成,稳定保障粮食产能在1万亿斤以

上,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方面居于主体地位[1]。在高标准农田建

设支撑方面,以农业农村部为主导、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乡村

振兴局等各个部门协同配合的政策推动体系逐步完善。地方政

府部门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配套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重视程度不

断提升,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以江苏、江西、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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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代表的省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起到先进带头作用,不

仅建设标准和质量水平不断提升,还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为

其他省份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良好借鉴。 

1.3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 

农业生产离不开灌溉与排水工程的基本支持,更为规范性

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完善的水资

源利用条件,对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意义。首先是高

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区域范

围内科学规划、统一建设高标准农田,能够有利于节水灌溉技术

的应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推动农业生产朝向精细化、集约化

方向发展。其次是强化对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重

视程度,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充分发挥工程项目在抗旱防洪、包

产增收方面的作用,确保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对推动农业产

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促进意义。再次是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

项目,能够实现区域范围内水资源的合理调度利用,能够有效改

善水域环境,推动农业生产与养殖业、乡村旅游业等协同发展,

更好的调控区域生态环境,为提升环境质量奠定良好基础。 

2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面临的问题 

2.1农田水利建设整体较为滞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尤

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农田水利建设整体投入水平更是显著提

升,但是传统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

依然较为显著,部分地区投入能力有限,工程设施老化失修现象

依然较为明显。在部分较为偏远地区,水田水利灌溉“最后一公

里”失效现象依然较为显著,田间渠系缺乏有效维护,灌溉作用

发挥不畅[2]。在出现较为严重旱灾及洪涝灾害时,水利设施运行

性能无法满足抗旱抗洪需求。部分水利基础设施缺乏有效维护,

损毁现象较为显著,无法实现有效利用。基层政府在高标准农田

设施建设投入方面能力不足,资金投入缺乏有效保障。以此导致

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无法充分显现,对农业生产方式革新优化

的促进作用难以体现出来。 

2.2农田灌溉设施运行老化问题 

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灌溉设施

覆盖范围广,建设投入所需人力、物力资源较多,使得实际建设

水平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前期建

设中,受原有建设条件、技术水平等方面因素影响,工程建设标

准低,灌溉设施生命期较短,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在后期运行

中,运行维护资金投入不到位,管护工作投入明显不足,由此也

导致灌溉设施的保障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出来[3]。同时在农田水

利设施运行中,部分机电设备运行能耗较高,维护更新不到位,

在农业生产效益水平增长缓慢背景下,农民使用农田水利灌溉

设施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部分设备超出运行寿命而引发安全

事故现象,由此也导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难以有效提升。 

2.3节水灌溉水平还有待提升 

节水灌溉技术的有效应用,是推动水资源利用水平提升,推

动绿色农业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实现路径。

高标准农田建设体系中,对节水灌溉技术应用提出明确要求,要

在不断增加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基础上,加大重点水源和重大引

调水等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要求能够持续增加设施配套与改造

力度,并推动现代化灌区加快发展。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节

水灌溉技术应用与宏观政策指导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部

分节水灌溉设施建设不到位,上游水资源供给不到位,导致节

水灌溉系统无法高效运行。还有部分地区节水灌溉设施建设

质量控制不到位,造成设施运行不畅,节水灌溉效能无法充分

体现出来。 

2.4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滞后 

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规划设计是建设工作开展的基本依据,

是确保高标准农田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在当前工程项目规划

设计中,部分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足,没有全面采集气候、地质、

水文等基础参数,或者是利用年限较久的数据,没有与上下游水

利部门做好深入沟通,没有准确把握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实际需求。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方

案不合理,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诸多方面问题。在工程建设管理

中,出现需要变更的施工项目,建设方通常是回避态度,只是根

据图纸设计要求进行施工,没有与建设方、监理方进行沟通,由

此导致施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导致项目后续运行中存在质

量隐患和安全隐患,无法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应有支撑作用。 

2.5工程项目建设质量方面的问题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质量监管是最为基础的要求,也是确

保水利设施能够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在当前部分高标准

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部分建设方受经济利益驱使,所采用

的施工技术较为滞后,施工材料质量控制不到位,质量监管不符

合规范要求,都会导致工程项目建设质量无法达到投运要求[4]。

例如部分水利设施在运行中出现严重混凝土裂缝现象,导致水

资源输送过程中存在明显浪费。例如部分承压管道压力等级不

够,在运行中会出现爆管现象。还有部分项目沟渠深度、宽度等

参数缩减,以此不仅导致运行流量不足,甚至还会在洪涝灾害发

生时,无法满足泄洪要求,导致农作物直接减产,带来较大经济

损失。 

3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优化路径 

3.1全面勘查奠定农田水利建设基础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以当地农业生产情况,现有基

础设施布局和运行现状为基础的,要推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不

断优化,就必须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要

求为基本导向,确保规划设计方案合理性,为工程建设活动开展

提供坚实依据。对农业和水利部门而言,应当充分利用遥感测

绘、卫星测绘等新型技术,深入做好本地区、本流域范围内的地

质、水文、农业生产及水利设施等方面数据勘查,依托云数据平

台构建跨部门数据库,便于系统内部人员查找相关方面数据信

息。水利部门在具体项目规划设计中,应当以数据精准分析和高

效利用为出发点,以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农业适度规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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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为导向,创新规划设计理念,明确项目建设任务、规模、工程

方案及对生态环境的具体影响。通过更加科学的规划设计,为高

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提供基本依据。 

3.2明确标准提升灌溉设施更新水平 

灌溉设施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当前高标准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部分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上改进而来,或者

需要实现与现有灌溉设施的有效对接,因此在项目建设中,首先

要明确建设活动开展对现有水利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明确

建设标准,提升灌溉设施更新水平。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应当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具体要求为出发点,分析原有设施运行薄弱环

节,强化新旧设施的有效衔接,加大灌溉设施更新投入力度[5]。

通过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以现代工程管理理念为导向,采用统

一规划、统一投入、统一协调等方式开展建设管理工作,以此在

全面提升项目建设质量管理基础上,为后续运维工作开展提供

坚实保障。 

3.3加大节水灌溉技术研究应用水平 

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是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核心内容,

是推动农业生产朝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高标准农

田水利工程规划建设中,必须要从当地水资源分布、保护和农业

生产实际需求出发,加大新型节水灌溉技术研究和应用投入力

度。在节水灌溉设施建设中,必须要严格依照规范和施工方案要

求,构建完善的质量管理机制,确保建设质量得以有效保障。在

节水灌溉设施建设中,还应当强化自动化控制技术、远程监控技

术应用,实现对运行情况的有效监管,确保水资源得以合理利

用。在节水灌溉设施运行中,要求水利部门、基层政府及民众等,

都能够积极参与到设施运维保护工作中来,确保节水灌溉系统

能够保持良好运行状态,为农业生产活动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3.4强化监督确保工程项目建设质量 

工程项目建设质量控制是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应当遵

循的基本要求,针对当前多数项目建设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必须

要坚持质量为本理念,构建完善的质量监督体系,确保质量监管

措施有效落实。质量监督体系建设应当在遵从国家和行业标准

基础上,结合本地区范围内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水利工程运行

标准,细化项目建设要求,为具体施工组织提供精准参照。在质

量监督工作开展中,要求监管人员能够从材料质量、工艺方案、

施工技术等多个方面出发,深入做好质量监管工作。对于建设过

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要求管理和技术人员能够准确分析产生

原因,细化整改措施,确保建设质量得以有效保障[6]。在工程项

目运维管理工作开展中,要求各个方面能够多元参与,构建完

善的运行监管体系,避免人为因素导致水利设施受到破坏,水

资源利用浪费或违规使用等现象,推动管护工作朝向精细化

方向发展。 

4 结束语 

新时期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要求不断提升背景下,水

利部门要能够实现与农业、财政等部门的系统协作,坚持将高标

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优化投入机制、

创新工程建设管理方式,提升建设管理水平,优化质量监管和运

行管护体系,以此才能够确保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活动有

序推进,使其建设效益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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