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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大中型灌区耕地灌溉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两成以上,这也就为灌溉区量贩式产

量的提升提供了相应支撑。政府部门更是在此基础上出台了相关政策,加强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内

容的扶持,更为农田灌溉工作的健康与稳定发展提供了支撑。基于此,本文更是有针对性地从大中型灌区

与高标准农田、大中型灌区改造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义、大中型灌区改造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方法探

究,三个层面展开论述,旨在为大中型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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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large and medium-sized irrigation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irrigation area 

accounts for more than 20% of the total cultivated land area of the country, which also provides the 

corresponding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rrigation area volume of production. On this basi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introduced relevant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support for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which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irrig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s targeted from the large and medium-sized irrigated areas and high-standard farml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irrigated area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irrigated areas, aiming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irriga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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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开展,可以带动其在市场环境中综合

地位以及精致实力的提升。尤其是在如今我国大力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各项实践工作基础上,部分地区开始加强了对传统灌

溉区域的整合与优化,将农田水利改造作为比较基础的工作内

容,这样也就可以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背景下,为地区范围内

农业经济的健康与稳定发展提供支撑。农田水利灌溉工作也将

会在更加高质量工作模式下,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与进步。 

1 大中型灌区与高标准农田 

1.1大中型灌区 

大型灌区指设计灌溉面积30万亩以上的灌区,如今我国现

有大型灌区共434处,有效灌溉面积2.46亿亩；中型灌区则是灌

溉面积在1-30万亩的灌区,现阶段我国中型灌区约有5200多处。

根据水利部《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报告》和

《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十一五”规划报告》统

计,可以了解到我国土地规划灌溉面积在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

区共434处,总规划灌溉面积为3.00亿亩,大型灌区灌溉面积在

2000万亩以上的有四个省份；灌溉面积在1000-2000万亩之间的

有六个省份。大型灌区灌溉面积占所在区域耕地面积比例最大

的总比例为69%。 

1.2高标准农田 

高标准农田是指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田配

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的种植田。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作可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

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

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中明确强调,到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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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要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我国自然条件南北、东西差

异较大,这也使得不同区域范围内的耕地资源呈现出明显差异,

直接影响了区域范围内农田建设工作的实际情况。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作有效推进,需要管理人员在规模化整理、统筹安排基础

上展开工作,并且在因地制宜理念全面推进下,对区域范围内的

农田展开全面化整治与管理,进而确保地区范围内土地资源管

理与灌溉工作的效能与优势提升[1]。 

2 大中型灌区改造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义 

大中型灌区改造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现代社会的稳定发

展,以及人民群众基本饮食需求的满足带来了极大程度的帮助。 

大中型灌区改造工作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应用,有利于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基础,在应用阶段可以提升农田基础设施,增强农田抗灾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大中型灌区改造工作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应用,有利于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推动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对化肥和农

药的依赖,降低农业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2]。 

大中型灌区改造工作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应用,有利于

提升农业生产效益。相关专家在工作阶段可以通过土地平整、集

中连片、设施完善等方法应用,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增加粮

食产能,实现“一季千斤、两季吨粮”的目标。 

大中型灌区改造工作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应用,有利于

推动农业现代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优化农业经营体系,加强

农业技术改造,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3 大中型灌区改造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策略 

3.1建设数字化农田 

如果想要在现阶段经济、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提高自身的

综合实力,就应该着重加强对大中型灌区改造,建设符合社会发

展趋势的高标准农田。农户在灌溉工作中为有效实现农田、土

地、水资源、交通运输、林业等多个领域的综合管理,应该将全

新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到各个阶段工作步骤中,保证数字农业与

美丽乡村在相互结合下朝着全新方向发展。数字化农田建设工

作的全面推进,需要工作人员将智能管理、监控系统等融入到高

标准农田建设活动中,时刻监控农田范围内的具体情况,也避免

了水资源灌溉、土壤质量等不合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不断成

熟背景下,将先进技术与数字化农田灌溉工作相互融合,将会为

灌区管理的数字化与智慧化水平提升提供支撑。数字化农田建

设工作在大中型灌区改造工作全面推进阶段,需要技术人员在

灌区分区建设资料收集站,并在其中放置土壤湿度检测仪、土壤

营养检测仪、作物病虫孢子分析仪等,进而将更为详细的数据信

息上传到数字化系统中,保证大中型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健

康与稳定发展。 

3.2加强土地流转 

针对我国现阶段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分析,国家

在主导基层工作步骤的过程中,更应该加强对大中型灌区水资

源项目的日常管理,并有效降低各种资源浪费问题出现的可能

性。但是,在实际灌溉工作中,经常会因为高标准农田水利工作

中存在比较明显资金支出比例较大的问题,使得在后续各项工

作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为此,相关专家应该积极结合

各个地区试点工程案例,展开政策层面的宣传与引导,全方位推

进土地流转,建立健全指标管理体系,保证在试点工程推进阶段

大中型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革新背景

下,加强对土地流转工作的整合,也将会为传统土地资源灌溉中

制约性因素的整合提供保障,提高了农业产业的综合实力。也

可以在小块并大块工作标准引导下,对高标准农田展开系统

化整理,进而实现土地资源规模化经营,保证农业产业发展水

平的优化[3]。 

3.3深化节水理念 

在传统农田灌溉管理工作中,经常会出现比较明显水资源

浪费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的层面上使得大中型灌区改造下高

标准农田建设面临更大的挑战。为此,相关专家应该积极引导

农户树立全新的节水灌溉理念,在因地制宜的农业种植与养

护工作模式推进下,大力发展节水灌溉。为有效解决大中型灌

区水资源灌溉浪费比较严重的现象,工作管理人员进一步将

高效节水灌溉设施与技术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并大力宣传节

水灌溉知识,并建立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园,为大中型灌区农业

高标准建设与发展奠定了相应发展基础。政府部门在这一阶段

更应该加强对政策、资金、技术等层面的补贴,保证在水资源统

一管理环境下,大中型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也为我国范围内水资源灌溉工作的健康与稳定发展奠定了更为

完善的基础。 

3.4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部门在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阶段,更应该积极加强

对农田灌溉工作的支持与鼓励,确保地区范围内经济、文化等

综合实力的有效提升。政府部门通过出台规范指导文件的方

式,制定相对完善的规范标准,确保农户在灌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作的合理推进。政府部门政策引导工作的开展更要求农

户在规范标准的环境下学习相关灌溉种植知识,并且将《高标

准农田建设通则》中的相关要求融入到项目建设中,保证在高标

准、高起点下促进大中型灌区改造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全

面推进。 

在结合大中型灌区实际情况下,政府部门更是编制了《高

标准农田规范汇编》为大中型灌区建设中各项基础信息整合

与优化工作的落实带来了帮助。并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基础数

据信息整合,实现农田灌溉高质量编制。政府部门积极结合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需求,出台建设管理意见,确保工程项目运维

管理的标准与规范,更带动了我国农业灌溉工作的健康与可

持续发展。 

3.5技术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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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在农业灌溉工作不断发展阶段,为提高农户的经

济效益以及地区范围内的综合影响力,相关专家应该将现代化

技术手段引进到农业灌溉工作中,并引导农户在新型技术手段

应用下开展后续灌溉工作。由于每一种新型技术手段的应用都

能够为大中型灌区农田高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所以农户需要熟

练掌握各项技术手段的应用方法[4]。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需要农户在农田中设置大量传感器,主

要包括土壤湿度传感器、气象监测站、水位传感器等,进而实时

监测和收集环境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至云平台为灌溉决

策提供精确依据；构建农田灌溉大数据平台,可以整合各个地区

土壤类型、作物种植、气象历史数据等,形成更为标准且详细的

数据模型,在数据模型的实时数据反馈中,可以有效避免过度灌

溉或灌溉不足问题出现；引入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灌溉系统可以

指导农业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阶段,注重数字化农田建设,

运用物联网技术对大田进行实时监测,采集光照、CO2、土壤温

湿度、土壤pH值等环境数据等。以上技术创新方法的应用,不仅

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还为农业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 结论 

综上所述,大中型灌区改造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顺利

推进,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型技术手段与现代化思维理念引

导下,加强对地区范围内气候环境、生态结构、地理位置等多种

因素整合,进而保证灌溉工作的推进符合农田高标准建设需求。

上述文章正是以此为切入点,着重从建设数字化农田、加强土

地流转、深化节水理念、加强政策引导、技术改革创新,几个

层面展开论述,更带动了我国农业在国际环境中综合竞争地位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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