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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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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镇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农业发展最根本的条件，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面对严峻的自

然气候条件，特别是多年来发生的严重干旱问题时，良好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制度和完善的管护机制，将大大减少自然灾

害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农业生产损失。本文主要对乡村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及其面临的管理及运行维护

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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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田水利工程是为解决农村田间灌溉、牲畜饮水

等问题而建设的一系列田间灌排工程，包括水闸、涵洞、蓄

水池及引输水、渠系建筑物等，它的主要作用是改善农田的

供水条件，增加粮食作物产量，保障农田灌溉、牲畜饮水，

有效改善农民生活及生产条件。由于农村地域广、分散性大，

管理难度大，导致乡镇水利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存在诸多问

题，导致乡镇水利工程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彻底

解决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的系列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工程建设缺乏统一管理、统一规划

当前，大部分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缺乏统一、系统的规

划，许多项目建设都是地方性建设，有的是县级建设，有的

是乡镇级建设，资金来源也不同，因此，在资金、设计、规

划、建设等方面的实力和施工水平都参差不齐，在工程建设

水平、开发规模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不能进行综合考量，没

有做到协调性、统一性，建设较为随意和盲目。部分工程建

设虽然按照相关规划及方案去执行，规避资金及资源浪费，

但由于缺乏统一管理，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2. 工程“重建轻管”现象严重

部分乡镇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由于机构改革职能重新

划分后，小农水工程的建设管理职能界定不清晰，已经建成

验收的农田灌排工程管护工作重视程度不高，管护责任没

落实，管护边界不清，管护资金筹措不到位，“重建轻管”

现象严重。由于农业农村部门实施项目，水务部门负责运行

管理，一些县区地方财政困难，维修养护资金不足，导致小

型水利工程建成后运行维护跟不上，且随着工程运行年限增

加，维修任务逐年加大，维修养护资金缺口也随之增加，形

成恶性循环。“没人管、没钱管、管好管坏一个样”等问题

十分突出，加剧了“重建轻管”问题，形成“建管两张皮”。

3. 尚未形成完善的农村水利灌溉工程管理机制

由于农村水利灌溉工程管理缺乏完善的制度体系，管

理机制未能进一步完善，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混乱现象十分

普遍，致使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维修不到位，无法合理使用，

且减少了水利工程的使用效率，还会对乡镇农田水利工程的

使用寿命和安全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工程管护责任没落

实，县区相关部门虽然制定了系列管护的规章制度，但基本

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没有落地实施。特别是“十二五”

以来实施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因前期设计不完善、后期运

行费用高、管理责任不到位、土地集约化程度低、作物结构

调整不统一等原因，个别工程因各种原因没有完工，部分工

程建成后没有运行，设施损毁严重。

4.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工作环境差，愿意到农村工作的

专业水利工作者很少。基于这种形势，只有在当地村镇选择

村民来进行服务。一方面，许多村民受教育程度低且年龄偏

大，不知道如何科学管理农村水利灌溉工程，信息化系统、

新仪器新设备接受程度低。再则，农村也缺少水利工程方面

的专家，不能对这部分村民进行培训，因此，许多农村小型

水利工程的管理人员只能根据经验和传统方法管理灌溉工

程；另一方面，在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管理过程中，由于人

情面子问题，作为管理者的村民往往管理不严格，形成许多

漏洞，导致农村水利灌溉工程制度落实不到位。

5. 老工程年久失修，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不足

目前，农村的许多灌排工程大多修建于上世纪建国之

初，并且已运行多年。加上管理方式上的粗放，许多工程没

有相应的维护和管理，出现了一些设施陈旧老化问题。再加

上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导致很多项目不能正常运行，对农

田水利生产和农村用水需求影响较大。同时，由于所属乡镇

政府资金不足，老工程运行维护成本高，又无法去建设新的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虽然近些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乡镇农田

水利建设资金的投入，但小型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资金投入

略显不足，致使新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项目建设进展缓慢，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和发展。

6. 农村水利灌溉工程设计和建设不合理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早期设计和早期施工质量是否满

足标准和使用需要，将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管理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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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早期的一些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设施大部分是由当

地的施工队伍建设的，其中许多施工队伍没有专业的农田水

利灌溉工程设计人员。因此，这些施工队伍只能依靠施工过

程中的经验进行修建。在施工建设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的

设计图纸和专业的施工技术，导致农田水利工程设计不合

理、建设质量不符合使用标准，不利于日常的使用和后续的

维护管理。

二、加强小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的相关建议

1. 加强对水利灌溉工程管理的重视

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统筹协调力度，进一步明确水

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部门之间要加大协作配合力

度，项目落实要结合当地实际，尽可能用专项资金用于工程

改造，确实无法落实专项资金的可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落实

水权交易资金等保障小型水利工程维修改造资金来源。另一

方面，由于农村水利灌溉工程的直接使用者是农民，农民使

用灌溉水的方式将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管理产生重大影

响。为保护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让农民规范使用灌溉用水，

村委会应通过上门宣传、发放宣传册、张贴告示等方式，来

提高农村居民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视程度，并积极配合

水利灌溉工程管理人员的工作。

2. 完善农村水利灌溉工程管理制度

要想提高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水平，首先要健全农村水

利灌溉工程管理体制机制，一方面要健全建设阶段水利工程

管理体制。通过在水利工程建设阶段对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实

施阶段进行严格的监管，使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达到应有的质

量水平，延长农村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减少在水利工程使

用期限内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另一方面，在农村水利工程

建成后的投入使用过程中，要加强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管

理，安排落实好相关运维资金。在水利灌溉工程使用过程中，

要建立严格的安全检查制度，特别是在农村大量灌溉用水时

节一定要加强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巡查和管理，进而保障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安全使用。使用过程中，要最大程度地

解决灌溉用水矛盾，避免水利安全事故对村民及其财产带来

的不良影响。

3. 提高管理人员专业水平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人员管理水平将直接影响管理工

作能否顺利开展，为此，必须改变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人

员的水平。一方面，在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通过提高

农田水利灌溉管理人员的薪资待遇，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

环境等措施，可以吸引到受过专业水利灌溉项目培训的高层

次人才到乡镇从事相关工作，使其履行相关职能，完善农村

水利灌溉工程管理体系、为加强农村水利灌溉工程管理作出

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缺少水资源的地

区，则要选择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养、能够充分遵守农田

水利灌溉工程管理制度的当地村民，接管农田水利灌溉工程

的管理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专业化公司外包服务

的方式，使第三方公司来管理工程，负责小型灌排工程的日

常运行、维护。另外，在实行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工作之

前，农村所有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都要进行相应的规范化管

理，按照“谁投资谁拥有”“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进行移

交和管理，建立专门的固定资产台账。

4. 加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过程中的监管力度

在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村水利工

程的安全性。过去在农村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项

目前期缺乏对水利工程的实地勘察和设计，导致在农村水利

工程建成后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在农田水利

灌溉工程建设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有关

承包单位或承建者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施工现场进行实地

勘查。另外，还要聘请相关专家对施工设计图纸及施工方案

进行审查，在获得批准后方可进行施工。在农村水利工程

建设阶段，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也要对水利工程建

设进度和施工质量进行全程监控，确保在使用和管理过程

中不出问题，在后期使用运行维护及管理过程中水行政主

管部门要加强指导监督，发挥行业监管职能，进一步强化

对辖区内基层水管组织的监管力度，为乡镇农田水利灌溉

工作作出贡献。

三、总结

总之，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

举措，是落实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部署。针对当前我国乡镇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相关部门要对这些问

题引起重视，不断完善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制度，提升农田水

利灌溉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

建设和运行管理的监管力度，全面提高农村水利工程管理质

量，进一步推进我国乡镇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持续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茂 . 乡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

建议 [J]. 科技风 ,2020(15):201.

[2] 吴秋良 . 乡镇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和维护问题及措施

研究 [J]. 农民致富之友 ,2019(02):289.

[3] 浅谈我国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

施 [J]. 高艳丽 . 长江技术经济 .2020(S1)

[4]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J].

赵卫群 . 工程技术研究 .20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