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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作为拥有 14 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对于农业粮食生产的依赖性不言而喻，农业产业更是保

障国计民生发展的基础，要想促使农业产业迈入现代化发展仅仅依赖于各项农业技术的提升还远远不

够，以水资源利用为目的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更是必不可少。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关乎农业发展质量，

是我国建设高标准农业大国的重要保障，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下，各个基层地区结合本地自然

环境特征广泛建设各类农田水利工程，与此同时，加强有关农田水利工程的维护和管理也成为急需解

决的问题。对此，本文以基于乡村震惊背景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策略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当前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现状，探讨建成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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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country as a world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1.4 billion, for agricultural food production 

dependence is self-evident, agricultural industr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o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nly rely o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s not enough, for the purpose of water resources for the us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essentia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quality,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building high standard agricultural power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e rural shock 

backgrou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current current situa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t strategie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standard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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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提供

了重要动力。然而随着疫情的肆虐和城市环境问题不断产生的

当下，要想实现国家经济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则需要广泛建设

基层地区，由此，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一

直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经济发展都被党和政府所

高度重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各基层地区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更是加快推进一批高标准的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加快建

成，发展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其核心目的在于既能够保障农作

物生长所需要的充沛水分又能实现局部小地区防洪抗旱的重

要作用，甚至包括城市用水的时空间调配。在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的城市化发展的当下，基层和乡村地区

越是要搞好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蓄水池。传统

农田水利工程规模较小且所能满足的功能较少，因此在管理上

也较为粗放，随着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完成，符合管理需

求的模式和规范也应当被不断的重塑和改进。 

1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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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在广大基层地区的扎实推进和稳

步建设，基层工作人员领会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十分必

要的。基层地区开展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始终树立以解决农村农业生产困境为目的，以实现农业产量增

长为目标，以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农村居民饮用水为根本，从而

实现对我国广大基层地区水资源管理的全面优化。做到对农村

基层地区各个水体污染的良好治理，推动并建设各类高标准的

农村农田水利工程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坚定基础，对于

生态、经济、产业等都有着良好的效益。由此，可以体现出国

家开展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与此

同时，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在传统农田水利的基础上，无论是

功能还是辐射范围均有着较强的改进。 

2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现状 
2.1 缺乏对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统一规划 

当前，各基层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指导下稳步有序

的推进着各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扎实完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农

业生产环境，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当前基层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点项目。由于我国基层面积较广、人口较多且情况复杂，

在实际工程项目开展过程中各类常规性问题会逐渐产生。如何

找出问题并加以针对性分析，来理清事物发展的矛盾是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落实的重要关键。 

当前绝大部分地区所开展的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

工程项目建设之初便缺乏一定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缺乏主

要集中体现在项目规划没有统一的负责单位，导致不论是建设

资金的筹集还是使用都缺乏具体的负责机构。在整个工程建设

过程中工程建设的整体性规划也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为推进

基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扎实完成，上级政府在资金的投入上支

持力度较大，不论是资金的来源渠道，还是资金投入量，均较

为充分。但由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缺乏统一部门领导，导

致专项资金在筹集和使用上存在部门间的矛盾，这种专项资金

规划缺乏统一性，充分体现出基层组织单位在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上的协调不到位，进而产生的各自为政现象时有发生。从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规划到整个建设工作开展都存在着盲目的情

况，并非有专业部门和人才进行管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导致

难以发挥整个工程建设的作用。 

2.2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缺乏科学性 

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在于水利工程建设在规划过程中没有

充分考虑当地人口情况以及耕地情况，导致实际工程建设过程

中，对于农业用地的侵占和农村居民个人利益的损害较为严

重，部分地区存在着盲目开展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对其

布局是否合理以及后期的实际经济效益考虑不充分。 

2.2 缺乏对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质量保障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不同于传统农田水利，不论是在

施工难度还是在施工工艺上均有着较大的提升，是一项较为系

统且复杂的工程所涉及的建设项目。和专业化水平较多。由于

工程建设地点往往处于偏远的乡村，导致工程建设开展存在一

定难度，特别是在农田水利工程开始建设过程中，缺乏有效的

质量监管单位进行现场质量监测。上述问题均体现出。当前，

多数基层地区缺乏对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质量保障。良

好的质量保障是实现农田水利工程建成投入使用效果的根本，

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3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的有效路径 
3.1 强化对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统一规划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各地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井然有

序开展，反映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过建设

高标准的农田水利工程来实现我国基层地区农村农业生产条

件的根本改善，这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行动。想要实现

社会资源的充分配置以及资源的最大化合理利用，拥有强有力

的统一规划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各基层开展的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项目，应当应当统一各个相关部门，将财政、水利、农

业等各部门纳入其中，发挥协作能力成立专项联合行动小组，

扎实推进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开展，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合行动

的。合力将整个工程项目建设资金进行有力整合，立足于基层

地区实际情况，做好组织规划。通过建立部门统一协商机制来

充分调动各个部门工作顺利开展，以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3.2 完善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保障机制 

任何一项系统性工程的开展，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质量问题

能否得到保障，始终是左右工程建设最终结果的关键。对于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尤其如此，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由于自身的特殊

性导致涉及部门多，因而开展质量问题审查的难度也较大，建

立完善的工程建设质量保障机制则显得十分必要。通过完善的

保障机制将各个建设主体和负责部门纳入其中进行动态监管。

首先，工程建设主要负责部门应当树立良好的工程建设质量理

念，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对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质量的保障，认

识到质量监督监管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改变基层农业发展所

具有的重要作用。其次，立足于现有监督监管机制的基础上结

合实际情况，优化质量保障机制，通过多渠道、多手段、多主

体的方式开展质量监管，对工程建设的成本进行核算，对工程

建设的资金进行监管，从而确保工程质量达标。最后，工程建

设在规划立项前应当深入基层，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充分掌

握一手数据和当地老百姓诉求，以此来进行科学的整体布局，

尽可能避免对农田、村庄的破坏。 

3.3 科学构建现代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标准 

我国水利部门作为我国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直属管理部

门，其不仅掌握着我国各个的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的相关发展情

况与建设进程，同时为我国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推进，

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能够有效

推进我国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有效落实，相关政府

部门应当针对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充分重视当地水利部门的

专业意见与实践经验，科学构建向现代化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标准，并制定相应的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技术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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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个部门在开展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都能够执

行统一化建设标准，在保障其项目顺利开展同时，为期工程建

设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4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强化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

维护管理的有效路径 
4.1 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管护责任的有效落实 

开展落实到位的基层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成后管理与

维护工作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想要发挥农田水利工程所设

计的工作效果离不开后期的管理和维护相对应的。农田水利工

程管理与维护的责任划分和落实成为重点，通过科学的组织规

划来确定工程项目管护负责单位。本人认为，农田水利工程项

目的后期管理和维护，应当以基层水利部门领头与其他相关部

门共同负责开展管护工作，应当制定科学的章程来落实各主体

责任通过制度的确立长效机制将具体责任落实到每个主管部

门的具体工作岗位上，是完善的追责机制来保障农田水利工程

的后期管理与养护。对于后期修缮资金的调配，也由专家小组

来进行科学化审核确定。 

4.2 建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经费有效保障机制 

任何一项系统性工程的开展，尤其是水利工程的开展离不

开充分的资金支持。这种充分的资金支持并不仅仅体现在水利

工程建设过程中，更包括对于后期水利工程投入使用过程中所

需要的大量维修管理经费，想要实现水利工程效能的长期保

障，以及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环境则离不开大量的

经济支撑。由此，各个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考虑水利工程投入使

用所需要的各项费用，规划经费使用。标准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拓展经费来源渠道。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根本在于改善当地居

民农业生产环境。因此对于经费的投入和管理应当由多部门联

合执行，一方面将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各类经营性收入

纳入到后期使用当中。另一方面，积极申请专项资金开展工程

养护立项，通过引进社会资本的形式来扩大资金使用渠道，打

通资金使用难点。 

4.3 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机制的创新 

做好顶层设计的创新通过管理机制的优化来改善当前农

田水利工程管理落后局面，针对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负责主体较

多的问题，通过地方政府建立专项领导小组的方式，改变多部

门职能交叉重叠与权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由地方政府部门发

挥督导的引领作用，开展水利工程管理机制改革充分结合个单

位主体在专业上的差异，对传统组织结构进行重新划分和整

编。设立专业化且具有独立性的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工程项目的

规划建设和后期运营管理与日常管护。制度创新是改善当前水

利工程建设困难局面的关键，能够起到发挥各个单位人员主动

性与积极性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应当积极改善相关工作人员

薪资待遇以此来提升工作人员工作热情，增加后期农田水利工

程高效使用的保障。 

5 结束语 
当前，随着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发展作用的饱

和，以及疫情肆虐和城市环境问题不断产生，国家正抓紧开展

广大基层地区的经济建设活动来激发市场活力、盘活乡村资

源，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被党和政府所高度

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经济发展步伐都在不断加快

推进中，各基层地区高标准的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成，代表着

我国乡村地区发展迈上新台阶。未来，乡村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将愈发完善，相应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也将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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