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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comprehensively develop 
current agricultural resources, ensur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and improve the benefits of agricultural plant-
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
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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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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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农业种植的作用，综合性开发现在的农业资源，确保农业种植效率与质量，提高农业种植效益。
本文分析了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工程管理方面的问题，总结对应的措施，期待有助于农田水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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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中国经济正持续发展，科学规划了经济结构，逐渐

打破了行业结构的单一化，各行各业完成优化资源，让现阶

段的农业发展。现在农业种植上开始开发出不少新品种，小

型农田水利也陆续开始建设，不断改进技术，不过建设小型

农田水利时依然有着不少问题。

2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原则 

2.1 合同化管理原则 

目前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工程管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它们直接影响到工程成本水平与进度，应该更加重视该方面

的问题。目前为了完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高效管理，重视

提升有关管理人员的管理积极性，建立社会化农田水利工程

管理机制，通过合同管理手段。第一，明确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管理职责和义务，按照农田水利工程的所有权利和使用

权关系签订管理合同；第二，了解合同二者的权利义务，利

用合同管理的方式推动二者履行管理义务，同时建立合同履

行的监督体系；最后，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小型农田水利项目

顺利开展。建立良好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环境，让有关部门

与人员严格履行。 

2.2 信息化管理原则 

目前的农田水利工程开始愈发信息化。为提升农田水利

项目的管理效率，要想解决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还需要

健全信息化管理体系。第一，强化配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信息化装置，完善农田水利工程数据报送体系，通过电子计

算机分析小型农田水利项目的工作状态 [1]。同时，完成智能

化管理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引入智慧化的管理装置，以电子

信息技术为基础，促进科学化管理农田水利工程。最后，应

该重视培训相关技术人员的信息化水平，推动管理人员了解

如何信息化地管理，帮助推广有关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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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标准化管理原则 

目前的农田水利工程装置需要更加标准地开展管理，必

须提升管理任务的精细化能力，严格根据中国有关标准和装

置技术优势进行平时管理和维护任务，有效发挥出小型水利

项目的最大作用。第一，需要严格制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管理模式和整体流程，了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装置的管理手

段方式，基于系统化和专业化思维开展农田水利装置管理。

此外，科学制定农田水利装置的专业管理要求，合理明确养

护流程，明确平时的管理技术要求，推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在标准氛围下合理运营。

3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问题 

3.1 前期规划不够 

目前设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没有严谨地进行工程规划，

总是不重视前期工程建设水平，为水利工程后续管理造成麻

烦。尽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规模很小，可接触方面比较丰富，

该工程离不开设计人员认真开展地质勘察，明确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的科学范围。一旦设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有缺陷，容

易耽误工程工期，不利于工程的整体造价。 

3.2 管理体系落后 

新时期管理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需要健全农田水利工程

管理机制。不过，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系仍然不够完

善。部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不严谨，没有统一的管理要求，综

合管理，所以造成随意拦截等现象 [2]。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也没有通过市场化管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依然不合格，

管理效率不高，组织结构也不健全，农民参与不到平时的运营。

3.3 管理意识滞后

新时期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水利工程正在推广，给行

业发展带来诸多方便，其建设规模也在持续扩张，也展现出

不少问题，工程管理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

不少管理人员缺乏管理意识，思想层面严重不到位，造成小

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工程管理浮于表面，不能展现出应有的价

值作用，不少工程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都不足，建设小型农

田水利影响农业发展与经济架构，还有不少管理者觉得如果

工程装置被破坏，国家会提供支持，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3.4 基础装置不完善

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建设开始步入新时期，通

过不同的技术装置涉及到淘汰与老化问题。这一问题无法改

变，正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正存在的问题，装置出现老化，

由于该水利建设还是要处理好水，也关系到氧化与水渗透，

工程建成后，依然被破坏。不少区域水利装置破坏严重，还

不能退岗。如此一来，部分工程失去蓄水能力，渠道灌溉十

分受影响。利用农田灌溉目前效率还不及一半，和发达国家

相比差距明显。一方面，装置在老化，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

节水装置也要提高利用率，其实不少区域农业生产还是用的

大水漫灌，不少装置存在滞后问题，不利于农业更好的生产。

3.5 运行管理结构不完善

管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时，权责不明，农民没有积极参

与进建设工作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工程管理体系与运行

模式都有不合理的地方，并且实践中管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时，对建设完成的水利工程，装置管理手段不够严谨，而且

装置的维修技术也很不足，同时现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发展

时，缺乏专业的监管机构，也没有维护检查装置的部门，造

成维护和管理都没有秩序 [3]。现实中应用小型农田水利时，

不少人觉得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就应该是国家投资，管理与维

护都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不用认真负责，造成部分农民建

设小型农田水利后，使用装置不严谨，也没有自觉维护意识，

还有的随便打洞等。

3.6 工程运行资金不足

建设小型农田水利需要大量资金，可是资金来源有限，

仅靠水费收入与集资方式。中国的水费价格不高，由于供水

成本，还要分出管理资金比较困难，如果发动大家集资，也

无法统一集资数与手段。

4 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的解决

对策

4.1 完善前期设计工作 

提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质量，确保工程稳步开展，

降低施工难度，重视前期设计，确保设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满足现实需求。第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勘查小型农田的水

利工程条件，了解各有关方面，按照地形地貌专业设计。第

二，组织评审设计图纸，收集有关的技术材料，审核图纸细

节，确保施工时操作合规；此外，加强技术交底，根据设计

图和施工公司研究技术，针对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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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开展技术分析，让技术人员明确施工要点，掌握潜在风险，

有助于科学开展施工。

4.2 健全工程管理体系 

现阶段提升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质量，促进稳步开展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解决随意施工、质量不合格等现象，需要健

全管理体系 [4]。第一，明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要求，

强调管理流程，确保施工管理制度满足施工管理标准；第二，

完善农田水利工程岗位责任制，以承包租赁制为基础，严格

规定，鼓励工程管理人员积极工作；最后，健全外部监督体系，

需要上级行政部门加强巡查，监督检查安全隐患，同时督促

整改，符合农田水利的工程需求。

4.3 培养管理意识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可以让中国基础农田更好地发展，影

响了范围内水利调配，工程一旦投入使用，急需培养管理人

员的意识。特别是正式使用后，水利人员应该培训提高其业

务水平，专业素质提高了，才能维护与管理好小型农田水利

装置。同时还应该减少一些人为上的干扰因素，加大宣传教

育力度，让大家有很高的维护意识。 

4.4 完善管理装置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必须完善管理装

置，影响了中国工程管理质量，考虑借鉴发达国家相对成熟

的经验，综合中国实情，相应优化管理装置，以以前的装置

为基础，修理老化装置，同时重视养护，让小型农田水利装

置可以很好地运行。 

4.5 培养新型管理人才 

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可以很好地改善农村水利环境，

因此需要培养优秀出的管理人才，完善管理团队，可以稍微

降低资历要求，要对学历提出更高要求，考核管理人员的业

务水平。人才确保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目前人才角度还有很

大的进步空间，要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工程管理顺利进行。

第一，建立一支专业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团队，聘请专业的

技术人员开展管理工作；第二，加强培训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的技术人员，根据信息化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需求，让农田

水利技术人员掌握了解现代化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效率；最后，

加强考核农田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奖惩体系推动农田水

利工程技术人员更加积极工作。改进岗位福利机制，提升管

理人员的履职意识。

4.6 加强信息化管理 

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应该重视信息化管理，在新时期的背

景下，工程管理需要充分把握信息化优势，通过信息化技术

高效建设小型农田水利。信息化管理能够让各部门高效互动，

收集与处理工程管理信息，分析不同角度的状况，科学制定

方案。所有部门高效合作能够解决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里面的

所有问题，极大提高了小型农田水利的建设效率与管理质量。 

4.7 加大管理资金投入 

不少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够集中，尤其是农田灌溉相对广

泛的平原区域，农业灌溉的水源来源是河湖，建设好小型农田

水利才能有效改善当地水源条件。需要加强投资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工程建设与管理才能提高质量，

目前很关键的一大目标就是建设高质量的小型农田水利。以此

为背景，需要投入不少资金，有利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展示出

其小而精的优势，连环组成整体，推动高效利用水资源。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

而言十分关键，为推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需要提高工程管

理质量，目前的工程管理有不少问题，说明管理部分还是有

不少问题，需要完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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