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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我国也是农业大国,就目前现阶段中国的农业已经慢慢地走向科技化的发展道路。怎样合

理有效的利用我国的水资源已成为相关部门以及广大群众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此文结合我国目前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与水利

资源开发的经典案例和我国在农业方面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并提出与之相应的措施,希望为相关领域提供有

效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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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田水利灌溉在深化管理制度方面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农业在生产规模

和产量等各个方面,都是传统农业生产工作都没办法相比较

的,因此水资源成为在农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

础性资源,只有保证水资源的充足优质的供应,才能体现出

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要意义,所以水利灌溉工作具体实施情况

的坏与否,所直接影响的不单单是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力度,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经济起到了有效的增加作用。所以

我国在经济发展当中水利灌溉工程有着不了替代的作用,在

农业生产方面,水利灌溉工程所表现出来的地位和价值已经

变得越加的明显,因而为了国家经济和农业快速发展得到有

力保障,使各灌溉区域的灌溉率都能够得到提高,因此就要

做好水利灌溉在管理制度上的规范化,这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能对用水的制度进行合理规范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缩小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 

2 我国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于我国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本文结合

渠村引黄灌区的灌溉经验来进行具体分析。如图所示： 

 

渠村引黄灌区位于河南省濮阳市西部,地处黄河下游,

利用黄河水为水源,于 1958 年开灌。该地区属于华北平原的

南缘,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设计灌溉补源面积193.1

万亩,运行多年且灌水效率低下；随着国家对大型灌区进行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年度工程实施以来(主要对骨干工程),

节水效果明显,灌溉面积逐年增加,田间配套渠系完善,一改

过去灌水效率低下的局面,从而引出一系列的问题。 

2.1 群众的积极性降低了 

村干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时为回避矛盾,没有将

一事一议政策彻底的运用好,这就导致了水利建设和维修在

投工投劳方面严重不足,民众没有很好的积极参与,相关部

门在水利工程的宣传力度方面也不到位,直接影响着农村水

利设施灌溉效益的总体发挥水平。与此同时,在工程具体实

施过程中,虽然内部并不缺乏大量的水利专业人才能有效的

对水利灌溉工程进行良好的管理,但是在后期管理维护的阶

段,不乏存在着某些水管人员将管理视为简单的灌溉和收费,

这样就失去了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的基本意义。 

2.2 由于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持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进入全球化,全球经济多元化的发

展,而我国的农业发展也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朝着多元化发

展的方向快速前进。现阶段随着我国各地区特色农业的不断

发展,农田水利灌溉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所起到的作用

也更加显著。然而合渠村地区水资源极度缺乏,在农业发展

的过程中因为缺水而导致的各村之间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

因水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多年,但有

很多地区对于水利灌溉的相关管理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因

此导致水泥灌溉设施在管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完善的地

方,而政策的缺失进一步阻碍了我国很多地区水利灌溉管理

工作的开展。例如有很多地区对于水利灌溉政策在制定的过

程中没有赋予灌溉区自主经营的权利,同时水利部门职工的

主要收入以来源都来自于水利灌溉区的缴费,因此难免有很

多部门为增加水利部门的收入,不断的鼓励农民多用水,而

这一情况严重导致缺水地区农业灌溉过程中的水资源浪费,

更加不利于该地区的水资源充分利用,使得水资源的供需矛

盾进一步加剧。 

2.3 由于资金缺乏而导致的问题 

目前,我国国内在水利灌溉工程的投入主要来自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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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个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另外一个是企业的收入,

水利灌溉工程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建设规模较大、建设范围较

常见、建设时间较长久、在资金投入方面往往经常会出现偏

差、在工程后期经常会出现投入不足的情况。 

2.4 管理的方式过于落后 

水利工程灌溉管理的工作管理模式,要尽量伴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有效合理的变革,不过由于

某些水利工程灌溉管理人员在专业知识方面有所欠缺,对水

利工程灌溉的认知仍跟不上时代所需,因此在现场的具体工

作过程中,对于管理机构的执行还不够彻底完善。在具体实际

情况中,水利工程灌溉管理机构的效率不能得到提高,并且工

作形式上不够科学合理,对水资源的利用没有合理的管理机

制,对于我国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顺利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 

2.5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 

就目前国内在水利事业上的发展来看,大多都是缺乏更

加细致的管理有些许多年前的水泥灌溉工程还在继续使用

同时在水利灌溉工程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很多农民所采用的

灌溉方式依然以传统的灌溉方式为主,而这种方式使得灌溉

效率极低。同时传统灌溉模式下“大水漫灌”的模式又造成

了缺水地区的水资源大量浪费,造成这些地区在进行水利灌

溉的过程中水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应用,同时灌溉效率极低,

不能针对该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水利灌溉的价

值也大打折扣。因此灌溉区灌溉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度缺乏严

重影响了水资源的使用和灌溉效率。 

3 水利工程灌溉管理工作的应对措施 

3.1 更新水利灌溉的管理机制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水利灌溉管理机制是相对落后的,

所以要创建新的管理模式,这样就能很好的对管理制度及管

理策略进行有效的改革,尤其是针对目前我国在水利灌溉管

理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计划经济模式,要对此模式进行彻底

的改革,再通过有效合情合理的对市场经济的管理策略的应

用和把控,以此来促进对于水利灌溉管理制度的改革,只有

这样才能更加的促进水利管理和相关农业之间的联系,所以

可以效仿一些新的管理模式及机制,这样才能使农田水利灌

溉的管理的活力和效率得到有效的提高。 

3.2 加强控水的能力 

对于水资源进行有效的控制是农业地区水利灌溉工程

所需要开展的最基础性工作,只有通过对水的有效控制才能

够使农业区的灌溉效率得到显著的提高,才能为人民的生命

与财产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因此进一步加强灌溉区的控水

能力,我们充分的总结目前仍在进行灌溉过程中的控水先进

经验,然后以灌溉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控水措施的创

新。此外还可借助于其他地区控水的先进经验将电力配套设

施融入到控水工作中,借助于电力设施增强灌溉区的控水能

力,有力的保护水资源和基础设施所需的能源。此外在控制

能力方面还具体包括了蓄水的总量水泥资源的调配以及送

水网络的完善等诸多内容,而在这所有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其

首要任务就是跟对灌溉区的旱涝灾害进行有效的规划与控

制,从而为灌溉区的水利灌溉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3.3 增加资金的支持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

在后期工程维护阶段也需要资金,因此政府就必须要提高对

水利工程建设的资金上的投入,重点是需要增加对水利工程

建设过程中核心技术方面的资金投放,加快推动我国水利工

程建设技术方面的改革,减少水利工程灌溉在建设上的成本,

增加水利工程灌溉在生态方面的收益,不仅如此,还需要增

加社会企业对水利工程的关注度和支持度,通过对水利工程

灌溉管理机构的有效监督,并且要利用各种多元化的途径来

募集资金,有效的做好帮助维持水利工程在建设后期的维护

工作,这就需在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与此同时,要在建

设水利灌溉工程基础设施时,要积极宣讲水利工程灌溉的在

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必要性。并增强农民群众对水利工程灌

溉的关注意识度,教育并呼吁群众提高爱护水利工程设施的

自觉性,延长水利工程设施的有效使用寿命。 

4 结束语 

对于目前我国水利灌溉管理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加快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增加我国农业经

济效益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楼豫红.区域节水灌溉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D].中

国农业大学,2014,(08):149. 

[2]韩哲.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湖南

大学,2011,(6):47. 

[3]郑小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探讨[J].农

技服务,2016,33(08):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