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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主要作用是优化水资源调配,预防农田干旱、水涝与盐渍化等问题,保证农作物产量与农产品质量。由此可知,全

面落实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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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与管理落实不到位,就会直接影响农作

物的生产状态,进而降低农作物产量,导致区域农业经济缩水。为此,有必

要加大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环节的投资,并采取科学合理的农田水

利灌溉渠道管理策略,加强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队伍建设。 

1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主要作用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能够促使农作物维持良好的生长状态,增强抗旱、

抗低温、抗倒伏能力,保证农作物产量与农产品质量。在干旱季节,引水灌

溉,减轻旱情的负面影响；在降雨集中季节,排水泄涝,避免农作物根系腐

烂,影响植物生长。 

2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与管理措施 

2.1加深对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维护管理的认知 

纵观国内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运行现状,全面落实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的维护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延长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使用寿命,增强水利

灌溉渠道基础设施的完整性。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主要使用者是农民,要想提升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的维护管理水平,则加强农民的思想教育至关重要。首先,引导农民客观认

知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重要性,促使其积极投入到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

护管理工作中。其次,将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管理常识编制成宣传手

册进行发放,引导农民了解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的基础技能。 后,

定期组织农民开展专题讲座,确保农民可以有效掌握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

维护管理方法。 

2.2加大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投资力度 

众所周知,我国是农业出口大国,农田覆盖面积居世界前列。但由于部

分地区的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建设与管理难度较大,

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维护管理目标。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的维护与管理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工程,为此,国家农业部应立足于科

学发展观角度,制定一整套完善的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与管理策略,且

加大专项投资力度,为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与管理提供必要的资金支

持。与此同时,各基层政府部门要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充分调动社会资本

参与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的融资工作,一方面,改善整体维护管理

水平,另一方面,促使农业发展反哺工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 

2.3建立完善的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策略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与管理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与动态性的过

程,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专项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未创建一整套完善

的维护管理策略,就极易导致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使用年限无法到既定

要求,造成水资源的过度浪费以及人力、物力与资金的损耗。 

根据基层调研报告可知,我国多数县局级单位缺乏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维护与管理长效策略,且落实情况不理想,无法发挥实际效能。对此,各地

区的农业部门需结合农业灌溉的基本情况与农业水利灌溉渠道的管理情

况,创建长效管理机制,全面且深入的分析专项工作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而

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处理意见。 

与此同时,各部门要严格审查农田水利灌溉渠道探查工作的落实情况,

从根源上杜绝徇私舞弊、藏污纳会与玩忽职守等问题,且编制一整套完善

的监管方案。例如按量计水价,增大水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农田水利灌溉

渠道维护管理的落实度。 

2.4注重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队伍建设 

我国多数农田水利灌溉渠道都建设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且

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农村地区。这些农田水利灌溉设施面临着“有人用,

无人管”的不利局面,这使得基础灌溉设施在未临近使用寿命阶段,就出现

严重的人为损害,部分地区基础灌溉设施甚至无法正常使用。如果基础设

施无法为农作物的生产提供必需的水资源,就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生长状态,

制约区域农业经济发展。 

此外,尽管部分地区组建了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队伍,但维护

管理人员未经过严格的筛选与系统的培训,维护管理工作落实效果不理

想。对此,各地区水利部门应加大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工作的重

视度,加强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队伍建设,保证整体工作落实效果。

一方面,规范维护管理人员选拔任用机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学历、高

素质且实践经验丰富的维护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定期开展维护管理人员

技能培训与职业素质教育,让维护管理人员掌握先进的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维护管理理念与技术,完善其职业道德素养,并且在培训结束后,颁发岗位

合格证书,以此作为薪资调整与职位晋升的参考依据。长此以往,促使农田

水利灌溉渠道维护与管理工作逐步趋向标准化与规范性,推动农业经济的

快速发展。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管理,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若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管理不到位,将会直接抑制农作

物的生长,降低农作物产量与农产品质量。为此,有必要加大农田水利灌溉

渠道维护管理投资力度,建立完善的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策略,同时加

强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队伍建设,以此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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