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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周期相对较短，能够

在短时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此外，这类工程在选址方

面的灵活性较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业用水的实际

需求。但问题在于，小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可能面临地

形环境复杂的困难，故若要确保工程顺利完工，需围绕

工程全过程做好管理工作。

一、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管理工作的目标

1.有效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设施的重要性在于，将

有限或过多的水资源集中起来，形成整体性的管理，进

而根据水利设施覆盖范围内农田的实际需要，提供充足

的灌溉用水[1]。在水利灌溉设施的统一“安排”下，农

田既不会出现缺水情况，又不会因过度浇灌而导致涝灾，

能够有效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助力提升附近农村的经济建设水平

在农村地区修建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设施，有助

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民增加收入。其原理在于，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设施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

田灌溉技术水平，可以满足不同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对水

的需求。当这种情况长期存在时，附近农业综合发展水

平必然会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质量也会随之提高[2]。

3.系统性改善水利节水灌溉工程附近区域的生态环境

我国内陆水资源大多为淡水资源，除了用于灌溉农

田之外，还有可能是农村地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水来

源。在缺乏农田水利节水灌溉设施时，大量水资源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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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白白地浪费，也有可能导致水流域沿岸出现严重的

水土流失情况[3]。

二、建设农田水利节水重点县的综合分析

1.开展重点县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分析

从2010年开始到2017年，宁都县总计开展了两轮

小农水项目县建设工程，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9.194万亩，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76万亩。但受总体资金限制和

整合资金投入侧重田间工程的影响，许多渠系工程配套

程度还是不高，加上投资方向重点在渠系工程，水源工

程老化失修严重，数据显示，宁都县原有小农水项目县

建设工程完好率为62.3%，引水陂完好率为74.2%，提

水工程完好率为78.6%，末级渠系完好率为65%，建筑

物完好率为65%。在这接近8年时间内的其他资料显示，

相关农田水利节水灌溉设施的存在，对治理宁都县水土

流失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此，为了将这种积极作用延

续下去，需对原有设施进行修缮，并修建新的设施，希

望进一步推动宁都县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2）可行性分析

总体来看，宁都县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从

组织领导、资金筹措、技术力量，社会、经济、生态效

益等方面都是可行的。宁都县再次申请全国小型农田水

利建设重点县不仅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还有县委、县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一支建设和管理经验丰富的水利队伍，

具备着切实可行的条件。

2.项目建设管理和施工组织管理

（1）项目建设总体管理

①宁都项目县2017年农田水利建设项目一般项目建

设实施项目区共涉及2个乡镇的7个行政村，朱潭小型灌

区和低岭中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67万亩，现状实际

灌溉面积0.89万亩，本次改造灌溉面积1.67万亩。项目

一般建设情况如表1所示。主要建设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水源工程部分，包括：1）朱潭灌区新建营上引水

陂，引水流量0.05m3/s；2）低岭灌区水源工程为低岭水

库和高岭水库，均已进行除险加固处理，本次设计低岭

灌区水源维持现状。其二，渠系工程，需要改造的渠道

总长度为25.221km，其中的渠道达标9.976km，渠道衬

砌长度15.245km（现浇混凝土衬砌长度为12.728km，水

泥砖衬砌长度为2.517km）。其三，渠系建筑物。共计28

座新建渠系建筑物以及53座改造渠系建筑物。

表1　宁都项目县2017年农田水利建设项目一般项目建设情况表

乡镇 所在行政村
灌区

名称

设计灌溉面

积（万亩）

实际灌溉面

积（万亩）
合计

渠道

达标

渠道衬砌长

度（km）

渠道衬

砌类型

对坊乡 对坊村、营上村
朱潭

灌区
0.5700 0.190 8.603 6.086 2.517 水泥砖

赖村镇
石街村、赖村村、围足村、

高岭村、新民村

低岭

灌区
1.10 0.70 16.618 3.89 12.728 现浇砼

合计 1.67 0.89 25.221 9.976 15.245

②经过测算后，编制的基础工程量清单如表2所示。

表2　测算后的基础工程量清单一览表

工程量 具体值

土石方开挖量/m3 43370

清淤作业量/m3 2580

混凝土拆除量/m3 277

土方回填量/m3 3409

混凝土用量/m3 8325

M7.5浆砌水泥砖用量/m3 889

M7.5浆砌石用量/m3 277

钢筋制安/t 81

水泥砂浆抹面范围/m2 5510

草皮护坡面积/m2 71928

③宁都项目县2017年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开展前，当

地水利设施等基本情况，对新建工程及改造工程的基础

工程量清单完成测算之后，还应在以下方面做好建设管

理工作：其一，组建农田水利建设项目部。该部门的主

要工作是，为了确保工程如期、高质量完成，必须在设

计阶段合理编制工程实施计划、施工进度，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其二，做好招投标管理工作——基于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选择具有精干的施工单位并与之签订

施工合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设施的施工，不

得耽误农田灌溉需要。

（2）项目施工组织管理

项目施工组织管理工作涉及交通运输、主要建筑材

料供应、施工水电供应等。具体的组织管理如下：其一，

交通运输方面。施工所在地的对外交通基于公路进行。

经过实地勘察后发现，所有外来物资均可通过公路运输

的方式及时运抵施工现场。其二，本工程中主要使用的

建筑材料包括水泥、钢材、油料、砂卵石、块石料等。

上述材料均可在附近市场购买；所用的土料为可以直接

利用的工程开挖料。其三，水电供应。施工用水为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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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的外江水、附近乡村的井水及居民生活用水等。施

工用电为临时从附近电网接电，并准备柴油发电机，以

备不时之需。

（3）施工导流综合管理

施工导流标准的确定如下：永久建筑物级别为5级，

临时建筑物级别为5级，依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

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导流标准为5年一遇。导流的

方式为：为尽量降低导流工程量，设计需要导流的建筑

物在枯水期施工，且应当采用分期导流的方式，按照5

年一遇枯水期（10月～ 2月）洪水设计。

（4）主体工程施工管理

主体工程施工方面的管理要点如下：

①渠道清淤及疏浚、土方开挖管理。人工开挖为主，

部分地势平坦的干渠及其渠系建筑物可用0.6m3小型挖机

开挖（在非灌期可以从稻田经过，到达工地现场施工），

其余均采用人工开挖。渠道开挖的土方多堆在渠道两侧

用作渠堤，其余余土用双胶轮车就近弃，或调运至其他

需要填方的渠道。渠道清淤的垃圾先用双胶轮车运至公

路旁，然后用自卸汽车运至业主指定的弃渣场。

②土方（开挖料）填筑。全部利用开挖料，采用人

工填筑。优先选用本渠道开挖出的开挖料，不足部分从

临近渠道调运开挖料。土料中不得掺有杂质，并保持一

定含水量，以利压实。铺土前应先行清基，并将基面略

加平整，然后进行刨毛，铺土厚度一般为20 ～ 30cm，

并应铺平铺匀，每层铺土宽度略大于设计宽度，填筑高

度可预加5%的沉陷量。

③混凝土工程施工方法。采用0.25 ～ 0.4m3搅拌

机分散布置在渠道附近的机耕道旁，拌制后采用双胶

轮车或人工挑运至工地现场。部分地势平坦的右干渠

及其渠系建筑物可将搅拌机布置在工地现场。钢筋

（模板）制安：因受施工场地限制，钢筋（模板）制作

宜在钢筋（模板）加工场制作，现场安装。渠道混凝

土采用现场浇筑砼，宜采用分块跳仓法施工。同一浇

筑块应连续浇筑。因故间歇时间超过60 ～ 90min时，

应按规定处理。

（5）施工主要机械设备管理

本次工程中，施工阶段主要使用的机械设备如表3

所示。针对这些设备的管理要素如下：其一，派遣专门

的设备管理人员，负责对设备的性能、参数进行对接、

检查，确保设备随时可用。其二，在设备无需使用时，

诸如电焊机、柴油发电机等设备应该存放在专用库房或

指定区域，任何人不得接近；针对混凝土搅拌机、挖掘

机、推土机等大型设备，要求必须在相关施工开始前6

小时到达指定区域，并在现场进行最后一次性能检验，

通过后方可投入使用。

表3　本次工程施工阶段主要使用的施工设备

序号 设备 单位 规格 数量

1 混凝土搅拌机 台 0.25 ～ 0.4m3 13

2 震捣器 台 1.1 ～ 2.2kW 30

3 挖掘机 台 0.6m3 ～ 1m3 7

4 推土机 台 55 ～ 74kW 7

6 自卸汽车 辆 3.5 ～ 10t 10

7 双胶轮车 台 80

8 石滚夯 台 20

9 抽水泵 台 22kW 6

10 电焊机 台 20 ～ 25kVA 6

11 空压机 台 电动、油动3m3 6

12 柴油发电机 台 50kW 4

（6）施工工期及工程进度管理

总体来看，本次工程实施强度较小，综合施工难度

较低，故理论上不存在施工难点。但实地考察后发现，由

于项目较为分散，会对施工组织管理工作造成一定的干

扰。针对这种情况，要求每一处施工现场均设有分项管理

人员，与工程总管理加强联系，随时汇报每个施工区域的

工程进展情况，务必做好各施工工区的协调关系。在此基

础上，还应做好各工程施工力量、材料及设备的准备供应

工作，筹集好各项资金，确保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本次工程从当年的10月开工，预期到次年3月底结

束，共计6个月。但在正式施工之前，应要求施工单位

在当年7月份便进场，在附近寻找合适村落，租用民房

或搭建门板房工人宿舍、仓库，对田间道路进行修建。

待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立刻全面开展主体工程施

工。施工工时总规划约为19.93万工时，高峰期现场总施

工人数为50人。基于此，管理人员需与后勤保障部门进

行充分沟通，务必做好现场施工人员的生活保障工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意义在

于，保障附近农田的灌溉用水需求。与此同时，还应尽量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避免或降低水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

率。为在工期内高质量完成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的

建设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必须在工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

个阶段都制定并严格实施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管理方案，逐

渐“积小胜为大胜”，确保工程顺利完工并正常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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