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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运行管护中的问题优化

冯景

四川省盐源县水利局..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615700

【摘  要】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农民工入城打工已成趋势，各个乡镇
中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远远不足，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便是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而出现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不仅从

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用水难、乡镇劳动力欠缺等问题，但美中不足的是，随着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普及，也带来了许

多工程上的维护和管理上的问题。至此，为减少水利工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简要提出相关问题解决的方法，

进而能够为我国新农村的建设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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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时代，现代农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使

用，是国家对于农村建设发展提供的强有力的扶持和帮

助，但水利工程中管护人员以及使用者大多都是乡镇基

层选拔出来的，在日常的管理以及维护中，或多或少因

为经验的欠缺有一些管理运行不当和自我维护意识不强

等问题。为了使现代农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对我国在新

农村发展能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我国政府不仅仅给予

资金上的扶持，同时加强对农民进行水利工程的管理机

制以及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知识的技能培训，从而确保现

代农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做到可持续发展，达到利率最

大化。

1 管护农田水利工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农田水利工程日常管护经费欠缺

现代农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日常管护中，首要解

决的问题便是水利工程的日常管护经费，使小部分的农

田水利工程因一些管护不够而导致其长时间的以损坏状

态被搁置一边，最终导致其报废，浪费大量的农业资源，

对日常农民的农业生产没有产生其该有的作用。在实际

农业生产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使用过程中，合理利

用其为农业生产带来的水资源分配，既方便了农业用水，

又减少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水利工程对于农民来说只

需要付相关的用水费用，而水利工程的折旧以及管理费

用都是由各个管理者自行解决，或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

资助，或在使用过程中实行责任承包制，即谁使用由谁

管护，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多农户对于农

田水利工程的管护缺乏清晰的认知，加上资金的缺乏，

导致对农田水利工程在使用中管护不到位，使农田水利

工程的使用寿命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1.2 日常管护水利工程的责任未能落实

自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农村农户的土地从一

开始的集体土地，变成如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

农户自主经营劳作自己的土地，不但使加快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收益。而在当今现代化

农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其水利工程是为了服务集体

而建设的，相应的管理制度还不完全，使集体的水利工

程日常的管护责任难以明确分布到个人，加上上述所说

的管护资金的缺乏，更加剧了水利工程的管护问题。在

长期受到管护冷漠，再好的水利工程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效率。更有管理者对于农田水利工程

的管控意识不强，有些地方虽说制定相关的水利工程管

护责任制度，但缺乏相应的监控手段，没能认真落实和

执行其相关管护制度，使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制度形同虚

设。

1.3 水利工程管护人员的技术不成熟

在实际水利工程的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其中正式

的带有编制的管理维护人员一般都是由乡镇政府、县级

水利部门负责统一调配，但实际的管理者多为各个乡村

自发组织的管护小队进行简单的日常维护。在农田水利

工程管护工作中，大多乡村水利工程管护人员都是经由

专业人员进行简单的系统培训便上岗工作，其能力大都

不是很强，导致其水利工程的水利设施管护实际效果不

高。近年来，各级领导越来越重视水利工程的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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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积极引进了不少技术性人才，但由于基层农田水利

工程的基数庞大，因而所引进的技术人才也相当于杯水

车薪。除此之外，在水利工程管护工作中，有些地方基

层许多单位为相应国家的改革发展进行了合并统一化管

理，导致一些单位负责管理的水利工程缺乏明确的管理

对象，从而使农田水利工程的管护有了很多管理障碍。

2 管理与维护措施
2.1 农田水利工程管护资金的拓展

在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工作中，其管护资金有着基础

作用，因而解决农田水利工程日常管护经费成为了水利

工程管护工作中的首要工作。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初期，

各级政府不光要严格审核水利工程建设承包方的建设实

力的评估，也要对其在建设中的资金储备是否能够达到

要求，其中审查的水利工程建设承包方资金储备时，必

须包含水利工程在建设之后的管理售后部门的资金投入

达到相应要求，这样既保证了农田水利工程在建设中，

能够如期且有质量有效率地完成，也为日后水利工程的

管护提供了系统的保障条件，从而减少水利工程因管护

不当和一些小问题而导致的长时间损坏搁置至报废状

态。此外，各级乡镇政府以及管理人员也要在水利工程

建设后期，针对水利工程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科学的

规划，提前制定相关的水利工程后期管护资金的筹集措

施，加强水利工程和市场的商业化合作，引入外来商业

资金的注入，对于一些公益化的农田水利工程，再根据

相应的政策对外来商业进行帮扶，促进国家和人民的共

同发展，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商业市场来投身我国的基层

建设工作中来。

2.2 严格把控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的责任承担

通常在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中，负主要

责任的虽说是水利工程的一些管理阶层，但实际上真正

的责任归属是我们人民群众在使用时的责任意识。要想

明确农田水利工程管护责任，相关部门首先应使使用者

明白农田水利工程对于自身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农

民的自我管护意识，减少一些因操作不当造成的设施损

坏等问题。管理者还应在日常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中制定

管护排版表，将水利工程的管护工作，准确落实到个人、

集体当中去；同时，对基层农户进行相关水利工程安全

隐患预防讲座，使水利工程在出现问题时，能够有准确

的消息，让水利工程能够及时得到专业的技术人员管理

和修复，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真正成为一个利国利民的

基层建设。

2.3 水利工程管理人员的调配

在农业生产快速的今天，要想使农业生产能够高效

完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提供了不可忽视作用，因而，

对其进行日常的管理维护工作必须做到严格要求，但实

际上，真正有能力的维护人员对于水利工程的维护任务

来说显得有点势单力薄，因此，一方面加强对水利工程

管护资金来源和维护技术人员的招募，另一方面，基层

部门应根据现有的人力资源进行严格统计把控，做到人

力资源的合理分布，避免资源闲置、资源冗余现象的发

生。要想在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看护上做出成绩，首先

要有一份科学且合理的人员维护巡查安排表、人员分配

表，并按其表格严格执行下去，先从各个基层选拔出一

些由维护基础的人民群众进行系统培训，提供相应的管

护工资作为报酬，以此作为水利工程管护的第一层防护

措施；其次，将已经招募的水利工程管护技术人员作为

基层管护人员一对多的技术顾问，为出现问题水利工程

维护工作提供应有的技术支持，此为农田水利工程管护

的第二层防护措施；最后，加强水利工程技术的更新换

代，严格为工程提供科学有效的管护方式方法，提高农

田水利工程的维护治理，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

3 结束语
当今社会，小型农业水利工程是现代化农业所离不

开的一分子，更是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减少劳动强度，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只有在发展的同时不忘

处理隐藏中的问题，高效的农田水利工程，才能为农村

农业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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