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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及气候变化的加剧,粮食安全问题更加明显。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仅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同时

也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新时期,各地区十分重视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管理,

保证其能够在农业生产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农业生产种植工作获得良好的发展。基于此,文章对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进行了分析和探究,旨在通过探究,能够为相关建设与管理工作的进行

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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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the aggravation of climate change, the 

issue of food security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As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s national economy.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a key 

link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w era, all region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nsuring that they can 

play a better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lanting work to 

achieve goo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im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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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现代化水利设施和合理的管理模式,即能够提升农田

的灌溉能力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由于工程涉及的内容广泛,具体

包括水源的开发、灌溉系统的设计、排水设施的建设等内容,

通过合理规划与建设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不仅可以提升土壤

的水分保持能力,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还能有效应对极端气候

带来的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当前,需要持续对该领域

进行深入研究,探索科学合理的建设与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１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1.1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高标准农田经过科学规划和统一,农田地形相对平坦、规整,

能够为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提供理想的条件。机械化耕作不仅

可以大幅提高作业效率,还能降低人工成本,减小劳动强度,实

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依托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高标准农田可

以实现高效节水灌溉,如管灌、喷灌、滴灌等技术,结合根据作

物的实际需求,精确控制水资源的使用,避免了传统漫灌方式中

的水资源浪费,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且高标准农田能够集成现

代农业技术,可以实现水肥药一体化管理,将灌溉、施肥和施药

有机结合,精确控制施用量和施用时间。这种集约化和精细化的

农业生产方式,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提升了作物的产量

和质量,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最终能够显著提高

单位面积的作物产量。相比传统农田,高标准农田的作物生长环

境更加优越,病虫害防治更加有效,水肥管理更加精准,能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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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更高的经济效益[1]。 

1.2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业经济稳步增长 

全球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农业生产

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压力。特别是干旱缺水的影响,严重威胁着农

作物的生长和产量。因此,加强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保障

农业生产安全,显得尤为重要。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通过建设完

善的灌溉系统,能够在干旱季节保持土壤湿度,作物可以获取充

足的水分。这种抗旱能力不仅可以降低因干旱引发的农作物减

产风险,而且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能有效维持农业生产的稳

定性[2]。工程具备一定的防洪能力。在遭遇暴雨或洪涝灾害时,

合理设计的排水系统能够迅速排除多余水分,避免农田被淹没,

减少农作物损失。工程能够有效保证粮食生产的持续性和稳定

性。充足的水利条件和科学的管理能够提升单位面积的产量,

从而增强粮食的供应能力。农业产值不断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

相应增加,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和

可持续发展。 

1.3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具有调控生态的重要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生产逐渐从高污染、零散化转向

绿色、规模化方向发展。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这一转变

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还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调控和保护。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通过

科学规划和合理设计,能够有效储蓄水源、调节径流,提升水资

源的利用效率。不仅能够为农业灌溉提供可靠保障,还能减少水

资源的浪费,改善水域环境。通过减少水资源的外流和污染,高

标准农田水利工程有助于维护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工程

的建设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能够促进了相关产业

的同步发展。例如,优质的水域环境为水产养殖业和家禽养殖业

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为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多产业的协同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的

收入,还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并且高标准农田水利工

程通过改善土壤湿度和调节局部气候,优化了农业生产环境。合

理的灌溉和排水系统能够减少土壤盐碱化,提高土壤肥力,有利

于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的提升。环境的优化,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

了更加适宜的条件,同时促进了生态平衡的维持[3]。 

2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提升策略 

2.1完善建设标准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为了充分发挥其优势,在建设

管理工作时,还应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建设标准,保证工程质量

和管理效率。 

水利以及相关部门需要首先明确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

设标准。该标准应考虑到区域的降水情况、灌溉面积、地质水

文条件等因素,从而全面掌握灌溉需求。设计单位需在此基础上

制定切实可行的工程规划和设计方案,以确保满足实际需要。例

如,当前会将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小型水利建设的结合,

这是实现农村水利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这一结合不仅能够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还能增强农田抗风险能力,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在制定水利建

设规划时,统筹考虑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和小型水利建设的

需求,确保两者能够相互配合、相辅相成。规划中不仅要明确

高标准工程的建设目标,还应结合小型水利工程的灵活性和适

应性。设计时,还应考虑到小型水利设施可以在高标准农田水利

工程的基础上进行布局,例如在大型灌溉系统中设置小型水利

设施,以便更好地满足局部地区的用水需求,提供定量、定时的

灌溉服务[4]。 

同时,还应制定符合当地实际需求的高标准农田水利工

程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应明确工程建设的考核指标,如实施效

果、灌溉均匀性及经济效益等,以便于客观评估工程建设的合

理性和有效性,并对灌溉均匀系数和其他设计保证率提出具

体要求。相关要求有助于确保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质

量,进而提升其运行效率。针对不同农作物对灌溉水的需求存

在差异,还需要深入分析具体农作物的水需求特征。在此基础

上,制定灵活的灌溉标准,以满足不同作物的需求。这可以通

过开展区域性的调查研究和咨询专家意见,积累数据,提高标

准制定的科学性。 

为了不断完善和提升工程建设标准,地方政府部门应建立

施工单位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反馈机制。通过做好工程实施过程

的跟踪、反馈与总结,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不断优化

建设标准。 

2.2健全管理制度 

其次还应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确保制度的全面性、有效

性和规范性。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其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的

主导作用,落实资源配置管理制度。具体应合理地分配人力、物

力、财力等各类资源,确保资源分配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能够有效避免资源浪费,提高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

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 

为了确保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还应建立明确的工作责任落实机制。例如,应确定高标准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责任主体,明确各级部门和相关单位在工

程建设中的职责。并将责任细化到具体岗位和个人,确保每一项

工作都有专人负责,避免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 

为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应制定科学合理的

奖惩机制。具体可以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与工作人员的

绩效考核挂钩,通过绩效考核评估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效。对在工

程建设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给予荣誉奖项,激励更多人员

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将工程建设质量与工作人员的岗位晋升

相关联,通过岗位晋升激励工作人员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工作

质量。 

为了确保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还应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与能力建设。通过开展专业技术培训、

管理知识培训等,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保证其

能够胜任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工作要求。 



水电水利 
第 8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6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新时期,应积极引入信息化管理手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

高管理效率。例如,建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工程

建设进度、质量、资金使用等信息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提高管理

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 

最后还应注意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仅仅是一项短

期任务,更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相关建设需要建立长效运行

机制,确保工程建设完成后的管理和维护工作能够持续进行。 

2.3升级技术手段 

相关建设与管理工作还应积极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

手段,以确保管理工作能够深度契合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

的实际需求。例如,可应用先进的预测分析技术,如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算法等,结合地方农田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预测分析

后续施工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这有助于提前识别并防控潜在风

险,有效降低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风险。由于工程项

目的特殊性,建设工作还存在各种安全隐患,所以还应在施工现

场安装风险预警装置,加强工程安全管理[5]。例如,通过安装传

感器和监测设备,可以实时监控施工现场的环境条件、工程进度

和设备状态。一旦检测到潜在风险或险情,预警装置会自动发出

预警信息,通知相关管理人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和处理,避

免工程遭受破坏。 

可以借助卫星遥测技术来动态监测和预警农业灾害的空间

分布和蔓延速率。通过卫星遥感数据,可以实时掌握干旱、洪涝

等灾害的发生情况,并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如紧急灌溉、

排水等,避免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受到灾害的破坏。且在新时期,

可以积极地推广智能灌溉系统,实现对农田水资源的精准管理。

智能灌溉系统基于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能够根据土壤湿度、气

象条件和作物需水等实时数据,自动调整灌溉时间和水量,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水资源浪费。还可以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

巡查,快速获取工程建设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此外,无人

机还可以用于监测农田生态环境、作物生长情况等,为工程管理

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为保证新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需要加强

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与交流。通过组织技术培训、技术研讨会

等形式,提高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确保其能够熟练应用新技术

手段,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2.4加强资金链管理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为

更好地展开相关建设与管理工作,还应投入充足的资金,并优化

资金的分配,在项目立项前,进行详细的资金需求调研,确保资

金的分配能够满足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求。根据工程项目的规

划和设计,科学编制预算,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高效配置。结

合工程建设的实际进展和变化,及时调整资金分配方案,确保资

金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变化和需求。为了确保高标准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的资金来源稳定,相关部门还应采取多元化的资金筹措

方式,确保工程建设有足够的资金保障。除了加大相关部门的投

入力度,还应吸引社会企业参与工程建设当中,提供资金支持。并

且可以与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争取政策性贷款和专项资金支持,

确保工程建设有足够的资金保障[6]。 

并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管理体系,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和规

范。设置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专项资金账户,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避免挪用和浪费。并定期向社会公开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

督,提高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后期应预留资金用于工程的维护工

作,确保维护工作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研究,是一项复

杂且系统性的工程,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提升农业生产力和保

障粮食安全上,更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当前,在

建设与管理工作进行时,相关单位应结合实际需求以及区域发

展实际,持续做好改良工作,采取有针对性的建设与管理措施,

从制度以及技术等多方面出发,为区域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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