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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探析

——以会昌县项目建设为例
1

刘利平 1 谢弟炳 2 黄雪飞 1

（1. 江西航科勘测规划有限公司，江西 赣州 341000；

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耕地生产效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我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和基础支撑。以江西省会昌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从建设项目概

述入手、确定建设目标、项目组织管理、水土资源平衡分析、规划设计主要内容、资金概算与管理、效益分析等七

个方面进行了项目规划设计探析，并提出完成项目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设计；建议

【中图分类号】 S279.2 【文献标识码】 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为了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国务院批复通过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耕地生产效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和基础支

撑。江西省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制约江西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水源工程建设滞后，工程性缺水严重；二

是部分地区排涝设施不足，排涝标准偏低；三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依据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目标，如何进行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本研究以江西省会昌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探讨项目规划设计，并提出完成

项目建设的建议。

1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探析

1.1 建设项目概述

1.1.1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分析

会昌县位于赣州市东南部，四面环山，地表水资源丰富，其特点是：气候温和热量足，日照充裕光能佳，年平均气温 19.3℃，

雨水不均易旱涝，四季分明差异大，春早多阴雨，夏热无酷暑，秋爽少降水，冬长无严寒，平均年降雨量 1 624 mm。灾害性天

气主要有春季低温、夏季洪涝和干旱以及秋季“寒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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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县辖 19 个乡镇，26 个居委会，243 个行政村，总面积 2 722.18 km
2
，人口 50 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 122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 751 元。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早晚两季稻是主要的大宗作物，越冬作物是油菜和绿肥。农

业基础设施不完善，机耕道路不配套，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大多采用人畜耕作和收割，个别农户使用小型手扶拖拉机进

行耕作，耕作方式较落后，农技推广及服务体系不健全，科学种田水平低，造成农田低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1.1.2 基础设施条件分析

项目区位于丘陵地区，农田耕作层以红壤土、水稻土为主。水源工程主要为水库、山塘及水陂，水源严重不足。灌溉输水

工程以渠道输水为主，渠道为土质灌溉渠道，渗漏现象普遍，水流流速慢，过水能力低，渠内杂草丛生，导致沟渠淤塞严重，

灌溉能力差。排水工程为土质排水沟，过水能力低，布置较凌乱，渠内杂草丛生，道路旁排水设施匮乏，暴雨后道路积水严重，

排水能力差。渠系分水闸设置不到位，水量分配不均匀，引水及灌溉建筑物严重缺乏，配套设施缺乏，水量沿程损失大。田间

有较少田间道，宽度为 2～3 m，也有少许宽 1 m 左右的生产路，田间道路通达率低，人员及机械下田作业困难。农田输配电线

路改造均已完成，农田配电容量可以满足用电需求。农田防护原始生态环境好，植被茂盛，地质条件稳定，农田受山洪、泥石

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影响小，无明显风害。

1.1.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不配套，不够完善，有效灌溉面积逐年减少；渠道防渗衬砌少，渗漏现象普遍，沟渠淤塞严重，沿程

输水损失较大，同时分水闸设置不到位，水量分配不均匀，致使水资源浪费严重，水资源利用率低。田间道狭窄，部分区域无

田间道及生产道路，机械化作业条件差，严重影响项目区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桥、涵、闸等配套设施稀少且损坏严重。

通过续建配套，修筑防渗渠道、管道输水等节水工程措施，能有效地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提高区内农田灌溉保证率，降

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投入产出率。

为了稳产、优供、增效目标，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着力改善农田基础设施，规范建设标准，建成一批田块

平整、土地肥沃、排灌方便、道路通畅、生态良好的高标准农田，确保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因此，

会昌县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十分必要的。

推进会昌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符合国家政策，是江西省统筹整合资金推进的重大项目，也是县政府高度重视、当地百姓积极

配合，经济上大力支持的利民工程。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项目能落地、可操作，为此统筹推进会昌县高标准农田建设。

1.2 确定建设目标

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2022)[1]、《江西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试行)》，通过前期勘查调研，结合

项目区农田及水利设施存在的问题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

量，提高农田耕作率，最终达到合理利用、保护耕地的目标。

一是土地改良。将现有耕地整理为高标准优质稻米、蔬菜等生产基地，为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二是土地平整。项目区地貌坡度介于 0°～15°，相对高差较小，可进行土地平整。通过土地平整，结合灌排沟渠、道路格

田化标准布置，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三是农田水利。在现有渠道基础上完善渠道系统，新规划排水系统、农渠及配套水工建筑物，增加灌溉水的有效利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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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水资源，实现做到水源有保证、旱能灌、涝能排的目标。

四是田间道路。改造部分田间道，结合渠道的布设，布置田间道和生产路，形成路网，方便机械下田作业，满足运输要求。

1.3 项目组织与管理

为了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把农田建设列入县重点工程和民生工程，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分管副县长为副

组长的农田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办公室(简称高标办)、项目管理组、技术指导组、

财务组、协调组。其中，高标办设于县农业农村局，具体负责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日常工作。项目管理组负责项

目前期的准备工作、项目实施调度、宣传联络、技术培训、招投标、材料及设备的选购、信息反馈、资料收集、竣工验收等；

技术组负责技术指导、质量监督；财务组负责项目的资金管理、运行、审核、结算；协调组负责项目实施协调资金整合等部门

之间有关事宜。

项目实施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确保工程建设质量，项目建设严格按照有关水

利灌溉工程设计规范标准来设计，并与农田水利项目设计标准吻合。

1.4 水土资源评价

1.4.1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1)灌溉需水量计算。

会昌县建设项目区主要作物是早晚两季水稻、少许旱作物，根据《江西省农业用水定额》(DB36/T619—2017)[2]，《灌溉

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50288—2018)[3]、《江西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试行)》，为了用水保证率 85%以上，通过水稻灌溉

定额、各种旱作物灌溉定额，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单计算综合亩的灌溉定额，确定主要作物综合灌溉用水定额。(1)利用 M=

∑λ·w。式中，w单为各单项作物同时段的灌溉定额；λ为该作物播种面积系数。

再根据作物灌溉需水量公式：

式中，W需为项目区作物灌溉需水总量(万 m3)，A 为灌溉面积(667m
2
)；M 为综合灌溉定额(m3/667m

2
)；η为灌溉水利用系数。

结合《灌区规划规范》[4]要求，渠系水利用系数为 0.75，田间水利用系数为 0.95，灌溉水利用系数取 0.70。据此计算得

到项目区灌溉总需水量为 815.23 万 m3。

(2)灌溉供水量计算。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本项目区总面积为 908.84 hm2，主要通过山塘(水库)、水陂引水、山间来水和田间降雨等水源进行农

田灌溉。由于气候春雨多，夏秋冬少雨，田间降雨水源难以有效利用，为此只估算山塘供水量、小型河坝引水量、塘堰供水量，

根据《水工设计手册》[5]第 9 卷及《工程水文与水利计算》[6]相关知识，估算项目区供水量为 743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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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区水资源现状平衡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项目区各村需水量及可供水量，对比分析项目区各村水资源平衡情况(表 1)，项目区整体水资源不足，须新增

水源工程供水。

(4)新增供水能力计算。

根据水源点选择及水源工程设计，对项目增设水源工程供水能力进行计算，进一步复核项目水资源平衡成果，本次增设水

源工程为新(重)建水陂 25 座，新增水源供水能力见表 2。

1.4.2 耕地资源评价

通过现场调查，项目区土壤属于水稻土，土层深厚，依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7]，项目区农用地

的国家自然等在 2～4等、国家利用等在 5～6等、国家经济等在 6～7等，耕地肥力中的氮、磷、有机质比较丰富，但有效钾不

丰富，5.0≤PH≤5.5，普遍呈弱酸性和酸性。耕地基本连片，地貌坡度介于 0o～15o，相对高差较小，可采取削高垫低等方式进

行土地平整，另外，靠山地周边有草地及残次林地覆盖，且原土质也较好，可以新增为耕地。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较差，特别

是田间水利设施较差，骨干渠道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现有标准太低，多处渗漏，且大多为土质渠道，灌溉效率较低，直接影响

着土壤肥力的充分发挥。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生产路较少，不利于农民田间耕作，对耕地养护较差，耕地质量、耕地设施都

有待提高。

表 1 项目区水资源平衡分析表

序号 乡镇名称 行政村 面积//hm2 需水量//万 m3
可供水量 //万

m3

平衡分析//万 m3 不足水量//万

m3余(+) 缺(-)

1 庄口镇

凤 凰 岽 林

场
26.5 17.77 12.48 -5.29 -5.29

禾坑口村 20.29 18.20 18.24 0.05

上芦村 56.81 50.96 62.27 11.30

小坝口村 16.67 14.95 15.54 0.59

白沙村 65.83 59.05 47.66 -11.39 -11.39

大陂村 69.29 62.16 68.17 6.01

黄冠村 60.98 54.70 42.11 -12.59 -12.59

黄雷村 28.27 25.36 18.74 -6.62 -6.62

黄沙村 9.02 8.09 8.39 0.31

龙化村 11.76 10.55 10.04 -0.51 -0.51

洛口村 36.48 32.73 35.32 2.59

javascript:void(0);


5

下芦村 53.36 47.86 47.95 0.08

2 小密乡

半迳村 37.63 33.76 27.77 -5.99 -5.99

莲塘村 25.50 22.87 15.28 -7.59 -7.59

罗田村 57.67 51.73 56.10 4.38

杉背村 38.35 34.40 24.71 -9.69 -9.69

石背村 42.06 37.73 26.62 -11.11 -11.11

小密村 104.43 93.68 80.40 -13.28 -13.28

孕龙村 49.74 44.61 35.82 -8.79 -8.79

3 庄埠乡

禾坪下村 6.45 5.78 5.80 0.02

下车村 24.20 21.70 22.02 0.32

寨富村 28.65 25.70 20.65 -5.05 -5.05

正坑村 41.21 36.96 37.05 0.09

庄埠村 4.39 3.94 3.98 0.05

汇总 908.84 815.23 743.12 25.78 -97.89 -97.89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表 2 新增水源供水能力 导出到 EXCEL

序号 乡镇名称 行政村 缺水量//万 m3 新建水陂 新建水陂供水量//万 m3 余量//万 m3

1 庄口镇

凤凰岽林场 -5.29 1 6.78 1.49

白沙村 -11.39 3 13.56 2.17

黄冠村 -12.59 2 13.88 1.29

黄雷村 -6.62 1 7.89 1.27

龙化村 -0.51 2 11.34 10.83

2 小密乡

半迳村 -5.99 2 11.89 5.90

莲塘村 -7.59 2 12.56 4.97

杉背村 -9.69 1 9.99 0.30

石背村 -11.11 2 14.43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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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密村 -13.28 6 37.21 23.93

孕龙村 -8.79 2 14.88 6.09

3 庄埠乡 寨富村 -5.05 1 7.34 2.29

汇总 -97.89 25 161.75 63.86

1.5 项目建设设计主要内容

1.5.1 土地改良工程

一是用机械对耕地进行松土，清除杂物，使之适宜生产耕种，对土壤进行疏松，加大土壤空隙度，改善土壤水分合蓄状态

和通气状况[8]。二是对于土地进行平整，采取土方挖填总量平衡原则，工程量最小；确定设计高程，分块平整，格田田面高差

控制在±3cm 以内，以每块田块作为一个平整单元，梯田沿等高线平行方向布置；田埂采用素土修筑。此次项目建设区平整面积

341.73 hm2。三是对土地进行培肥，采取对土壤增施有机肥、农家肥、发展绿肥、种草肥田等方式、调整作物布局，合理轮作

倒茬，用养结合、控制进入农田的废物，避免土壤污染。四是耕地基本连片，靠山地周边有草地及残次林地覆盖，且原土质也

较好，可以新增为耕地，本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新增耕地面积 14.23 hm2(全部为水田)，且都达到了耕地质量等级。

1.5.2 灌溉与排水工程

一是考虑水源工程。根据水资源平衡分析，此次项目建设需新建及修复水陂 25 座，其中，庄口镇 9座，小密乡 15 座，庄

埠乡 1 座，见表 2。在设计水陂工程时必须考虑合理性、科学性、够用性，为此要具体对水陂泄流能力、防洪能力、水陂坝体抗

滑稳定、水陂坝体应力、消力池水力进行计算。

二是考虑灌溉渠道工程。根据灌溉定额及灌水模数等实际情况，对渠道流量、横断面、纵断面、长度、渠系建筑物、跌水

设计、渡槽设计等进行设计，本项目共修建灌渠 193 967 m，修建机耕桥 19 座，埋设过路涵管 523 座，设置下田坡道 760 座，

新建跌水 3 座，渡槽 6 个。

三是考虑排水工程。根据《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控制水田的沟渠按十年一遇 3 日暴雨 5 日排至作物耐淹深度。为

此按要求对排水沟流量、横断面、纵断面、长度等进行设计，本项目整治排水沟总长 218 472 m(全部为土质)。

1.5.3 田间道路工程

为提高项目区机械化耕作水平，与外部主要交通道路连接，必须新建或改建田间道路，田间道路包括机耕道与生产路两类。

对于机耕道与生产路必须根据原有道路布局与生产需要，进行科学的工程布置和道路设计，本项目新建或改建机耕道共 54 069 m，

生产路 55 297 m。

1.5.4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高效节水灌溉主要采用低压管道灌溉，低压管道灌溉系统的水源主要为山塘、水库及河流等。根据水源情况考虑主管水力、

管材及管径选择、管道铺设等，本次高效节水主要包括铺设 DN160PE 管(1 Mpa)和闸阀控制设施，高效节水受益面积约 91.33 hm2，

占项目区总面积的 10.05%。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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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

农田岸坡防护工程主要包含取水水陂上下游河岸的挡墙，机耕道沿河岸坡的护岸挡墙，机耕桥桥墩两岸的河岸护坡。为此

需要考虑岸坡防护、坡面防护、田坎防护、加强耕作层保护、加强湿地保护、加强水系保护和农田林草斑块保护，本项目地处

山区，有天然的防风林，施工时注意不要破坏现有树木，如遇树木影响施工，需砍伐，施工后应对其破坏面进行复植。对沿河

岸现有树木，机耕道布置应尽量避开树木，切勿随意砍伐。

1.5.6 其它配套设施工程

一是设置标志牌，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项目标志牌原则上集中连片面积 53.33 hm2 左右或各建设标段设一块，标志牌上

应标明项目区总平面图，施工监理、建设单位等部门的名单，做到项目有规划、有监督，本项目区共设置标志牌 7 座。

二是考虑电力工程，本项目区农田输配电线路改造均已完成，农田配电容量可以满足用电需求，无需再重新考虑。

1.6 投资概算与管理

投资概算编制要有依据，一般包括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及安装费、施工临时工程费用、项目独立费用、基本预备费和材

料费等，本工程概算总投资 4 182.72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3 867.52 万元，独立费用 193.38 万元，基本预备费 121.83

万元，工程平均总投资 3 068.18 元/667m2，工程平均建安投资 2 836.97 元/667m2。

要做好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中央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配套均由市财政统一管理，并设立专账、实行专账管理。资金

拨付执行市级报账制，按照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加强工程财务资金管理与审计，保证专款专用。

1.7 效益分析

从社会、生态、经济等方面进行效益分析。

一是社会效益分析。项目实施后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灌排工程体系，实现“旱能灌、涝能排”，达到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

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显著增长、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增强的效果。通过土地开发整理，扩大耕地面积，

安置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而水田效益是旱地效益的 2～3倍，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了，对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农民生

活水平提高有现实意义。

二是生态效益分析。通过项目建设，增加耕地面积，改善项目区内的水土结构和农田小气候，丰富农田景观，增强土地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改善土地生态环境，营造“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的优美乡村农田景观，最终达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三是经济效益分析。项目实施后，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充分利用了水土资源，有效地防止了渠水渗漏，提高灌

溉渠系水利用系数，形成较完善的田间道路系统和农田灌排系统。耕作不便及受洪涝影响严重的状况将得到彻底改变，未利用

地和田土坎将得到平整，水土流失将得到治理，耕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将得到提高，中低产田得到改造。耕地质量将得到全面改

善，耕地将达到旱涝保收的土地标准，可改善灌溉面积 908.84 hm2。通过对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和将项目区内零散的残次林地、

荒草地、废弃坑塘等整治成为新增耕地，确保了耕地总量增加，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大幅度

提高了粮油产量，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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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后，由于采取了土壤改良、病虫害控制等措施，加之农业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有较大的改善，

农田灌溉率可达到 100%，复种指数达到 2.0，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

项目区总面积 908.84 hm2，综合考虑土地的适宜性、当地的种植结构和市场需求状况，结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项目区建

设后种植结构保持不变，仍以种植双季稻为主，项目区实施前水稻平均收益 564 元/667hm2，预计实施后项目区水稻平均收益 836

元/667hm2。

2 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几点思考建议

2.1 把好项目管理节点控制关，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一要把好项目申报关，做到项目立项公正、公开、透明；二要把好项目设计关，择优选择设计单位，经过多次实地勘察、

反复修改、论证，力求做到项目设计科学、合理、精准、切合实际；三要把好工程质量监理关，对项目工程进行全程跟踪监理，

对每一道工序，每个单元工程都要进行质量评定，建立项目主管部门、业主、监理、项目村、农民等五位一体的项目监督机制，

确保项目工程建设质量。四要把好项目验收关，做到三审：项目主管部门内审、业主(乡镇、村)自审、县级组织专家评审，做

好项目资料整理归档工作。

2.2 加强项目建设后的维护管理

一要加大宣传，增强责任意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支持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民是直接受益者，同

时也是管理者，广大农民应积极自觉地参与项目的后期管理工作。二要明晰项目工程产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落实村委会为管

护主体，明确村委会主任为管护责任人。三要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督管护机制，落实管护资金，保障项目区运行良好。

2.3 做好土地权属调整

项目区土地所有权为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为各村村民使用，权属清晰，无争议，但项目经过整理以后，改变了原来的

地貌和四至标识，新增了土地，形成了新的地块，此时就要进行土地权属调整，调整原则既要保证标准化地块的完整性，又要

防止人为的割裂而违背项目的初衷。调整程序是：查清整理前土地权属状况→确权登记→权属变更调整→签订土地权属调整意

向书→公告土地权属调整→报请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完成调整。

2.4 做好项目建设期环境影响评价

一是对施工期开挖的弃土石碴料、施工材料的临时堆放、排放的生活污水、以及汽车、铲运机、推土机、生活锅炉排放的

废气等对环境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对施工区人员属于临时性居住，各种疾病交叉感染风险，甚至影响附近居民的身

体健康的评估，并提出相应解决的措施。

二是沿渠线的材料堆放和弃土、弃碴将局部改变当地原有地貌，破坏部分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对上述危害要进行评估，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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