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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电灌区推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万 国 庆

(甘肃省白银市兴电工程灌区管理局 , 甘肃 白银 　730916)

摘 　要 : 兴电灌区是甘肃省大型高扬程提水灌区。近几年来 , 灌区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建

设节水型社会的总体要求和部署 , 在水利部新的治水思路的指导下 , 在用水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

积极推行了“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的节水型灌区建设新思路 , 取得了一些成效和经验 , 可供各

灌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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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灌区基本概况

兴电灌区地处甘肃和宁夏两省区交界处 , 属高

扬程提水大型灌区 , 设计灌溉面积 21015万 hm
2

,

有效灌溉面积 2106万 hm
2

, 工程总扬程 439175 m ,

净扬程 40713 m , 设计最大提水流量 916 m
3

/ s, 年

提水 112亿 m
3。灌区辖 3县 2区 10 (乡 )镇 , 农业

人口 1415万人 , 其中从干旱山区移民 417万人。

区内地下水位一般在 20～70 m之间 , 且矿化度高 ,

在 2～6 g /L左右 , 无开采价值。区内年平均降雨量

为 250 mm左右 , 年蒸发量高达 2 390 mm , 水资源

十分匮乏 , 为此从黄河提水引入灌区进行农业灌溉。

2　推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

211　灌区工程设施老化失修严重

兴电灌区始建于 20世纪 70年代末期 , 已运行

20多年 , 属于典型的“三边 ”工程 , 受工程建设初

期经济条件、设计标准以及资金短缺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 , 配套设施差 , 加之缺乏补偿投入机制 , 改造

更新速度慢 , 工程设施老化失修严重 , 田间工程衬

砌配套率低 , 计量设施不健全 , 量测水设施 , 特别

是支渠以下工程量测水设施老化失修较为严重 , 不

仅浪费水严重 , 而且影响准确计量、收费 , 渠系水

利用率低。以上状况造成了输水过程中的水量浪费

和管理上的困难 , 加大了工程节水的难度 , 也给适时

适量供水造成困难 , 在用水高峰期间群众狠水深灌现

象特别突出 , 争水、抢水等用水矛盾时常发生。

212　节水技术水平低 , 浪费水严重

一是灌水技术落后。由于群众文化教育水平较

低 , 缺乏科学合理的用水习惯 , 大水漫灌、狠水深

灌现象普遍 , 灌水定额偏高。二是由于灌区节水灌

溉起步晚、发展慢 , 从事节水灌溉技术的专业人员

少 , 技术水平低 , 灌区群众认识滞后 , 使部分节水

设备的应用和节水措施的实施受到了一定局限 , 影

响了节水措施作用的正常发挥 , 浪费水严重。

213　水资源配置手段落后

由于灌区信息化水平较低 , 无法实现水资源的

优化配置 , 加之管理范围大 , 工程分散 , 分水建筑

物较多 , 作物生长差异大 , 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等

因素 , 普遍采用人工传递信息的方法实施水资源调

配 , 这是导致灌区水资源很难优化配置和浪费的一

个重要原因。同时 , 由于灌区人多地少 , 人均只有

115亩 , 其支柱产业是农业 , 灌区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壮大 , 而目前灌区

农民还采用大水漫灌、串灌的粗放灌溉方法 , 作物

定额偏高 , 加之灌区没有水库等调蓄设施 , 天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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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和用水高峰期间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214　灌区缺乏节约用水、科学灌溉的认识

长期以来 ,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 人们认为 ,

水资源古已有之 , 没有价值 , 取之不尽 , 用之不

竭。虽然 , 灌区管理部门对水资源贫乏作了大量的

宣传 , 但收效甚微。加之近几年来 , 灌区经常出现

的干旱天气和供水紧张局面 , 导致群众怕受旱的思

想越来越严重 , 灌区群众在灌水上表现为灌的越多

越佳 , 越有利于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根据调查发

现 , 在天气越是干旱 , 水资源供给越是紧张的情况

下 , 农民狠水深灌现象越是突出 , 如春小麦在正常

年份平均灌水定额为 1 350～1 500 m
3

/ hm
2

, 而在

干旱年份可达到 1 800～2 175 m
3

/ hm
2。因此 , 必

须要推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的用水管理新机

制 , 控制用水总量 , 提高灌区群众节约用水意识 ,

促使灌区群众大力发展高新节水技术 , 提高水的利

用效率 , 提高灌溉水平 , 促使农作物增产增效 , 进

一步提高灌区综合经济实力。

3　推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初探

311　提高认识 , 强化领导

为确保“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的节水新机制

发挥实效 , 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

会 ”和水利部“关于建设节水型灌区 ”的要求 , 工程

管理处组织全处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了国务院《关于

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和水利

部《关于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

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通知 》等文件精神 , 通过认真学习 , 了解了我国资

源短缺的现状 , 特别是水资紧缺的现状 , 使广大干

部进一步认识到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 使大家在推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用水管

理新机制上形成共识。与此同时 , 成立了由管理处

主要领导为组长 , 灌溉、工程、机电、财务、质检

等业务科室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总量控制、定额管

理 ”试点领导小组 ,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总量控制、

定额管理 ”试点的组织、协调 , 各项节水措施的制

定、落实和各项配套制度的制定等工作。

312　进行宣传动员

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编印散发科

学节水技术宣传材料等宣传措施 , 普及科学节水知

识 , 做到家喻户晓 , 人人皆知 , 强化节水意识。二

是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灌区 , 宣传“总量控制、定额

管理 ”的重要性、必要性 , 紧迫性 , 推行“总量控

制、定额管理 ”的方针、政策、目的和意义 , 解释

推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的好处和作用。通过

深入细致的宣传 , 提高灌区群众参与推行“总量控

制、定额管理 ”的积极性 , 形成改革的共识。宣传

没有水就没有农业 , 就不会有灌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 , 水资源短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世界性的经

济社会发展难题 , 节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 提

高灌区广大群众的节水意识。三是利用各种现场

会、学习班介绍水资源管理的好典型和节水增产灌

溉的好经验 , 发挥典型带动作用。通过加强宣传 ,

使灌区人人树立起节水意识 , 为推行“总量控制、定

额管理 ”试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13　调查摸底 , 进行规划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下 , 组织工作人员

对灌区基本情况进行全面普查 , 对灌区内灌溉面

积、人口及分布、作物种植结构、社会经济状况等

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 对农业、工业、生态、

生活等分别引用的水量进行统计核实 , 对各级渠道

的分布、运行状况、各级渠道水的利用率进行了核

算 , 摸清灌区底子。绘制了全灌区灌溉面积、渠道

工程、工业、生态用水的基本示意图 , 对支、斗渠

工程状况、所辖土地面积、用水户数、人口、农户

经济状况等全面统计造册 , 弄清了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矛盾 , 摸清了工程“家底 ”。为制定水资

源优化配置方案提供了一套系统完整、内容详实的

基本资料和科学依据。

314　科学合理制定配水计划

为了确保适时适量灌溉 , 根据农民种植情况 ,

改变原来“管理处 —水管所 —支渠 ”的配水计划制

定方式 , 实行自下而上的配水计划制定方式 , 即配

水计划做到用水组、做到斗 , 流量、水量分配到时

段 , 先由各用水组做出各自辖区内的年度配水计

划 , 报用水者协会和水管所 , 用水者协会将各用水

组上报的配水计划统计汇总后 , 组织召开用水户代

表会议 , 经用水户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 , 报水管

所 , 各水管所根据各用水者协会、用水组做出的配

水计划并结合辖区内作物种植面积调查统计情况 ,

统筹做出全所年度配水计划 , 然后报业务主管科室

———灌溉科 , 灌溉科工作人员对各所配水计划进行

详细计算和核对后 , 结合全灌区作物种植结构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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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综合气候、土壤墒情等基本情况做出全灌区年度

配水计划 , 为更好地指导供水管理 , 增加农业收入

起到了积极作用。

315　科学测算 , 明晰水权

在确定灌区水资源总量控制指标的过程中 , 一

是实行每年春季 , 由各协会统计上报各用水组各个

灌季的用水总量 , 水管所将各个协会上报的水量统

计汇总后上报业务主管科室 ———灌溉管理科 , 灌溉

科将各个水管所上报的用水量统计汇总后 , 统筹做

出年度各个灌季各水管所的用水量 , 统一给各水管

所下达年度用水指标 , 各水管所给各协会、用水组

下达年度用水指标 , 各用水组根据各农户上报的年

度作物种植面积给农户下达供水指标 , 供水过程中

严格按指标供水 , 超指标不供水。二是实行从农户

到用水组 , 再到水管所 , 自下而上逐级签订供水合

同 , 严格按计划、按定额、按轮次供水。三是试行

给用水户发放用水证 , 由用水户在用水证上填报每

年的作物种植情况 , 每年每个灌季的用水量 , 用水

组长将用水户上报的用水证统计汇总后 , 做出年度

用水组用水计划 , 并到水管所申请水量并购水 , 和

用水户签订供水合同。四是改革灌溉制度和灌水方

法 , 优化水资源配置方式。切实做好灌溉试验工

作 , 根据灌溉试验成果分析 , 为制定科学合理的配

水计划提供依据 , 改革现行灌溉制度和灌水方式 ,

积极引导灌区农民进行节水灌溉。

316　实施干渠沿线流量统一调配

为进一步加强用水管理 , 提高水的利用率 ,

2005年 , 又完善实施了总干渠沿线流量统一调配 ,

即各水管所流量分配由大坝水管所统一调配 , 避免

了原来由各水管所自行调配流量所造成的水资源综

合利用率低的弊病 , 减少了中间环节 , 提高了水的

利用率。如 2004年夏灌总干至斗口水的利用率为

96195% , 2005年实施总干沿线流量统一调配后夏

灌总干至斗口水的利用率提升为 97125% , 提高了

013个百分点。

317　调整产业结构 , 提高用水效率

加强同地方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种子公司的

密切配合 , 加大灌区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力度 , 大力

推广先进农业种植技术 , 引导农户积极发展低耗

水、高产出农业。引导灌区广大群众加大作物种植

结构调整力度 , 特别是宣传经济作物连片种植的好

处 , 不断扩大高效经济作物种植规模 , 围绕“水 ”

字做文章 , 引导农民发展高效经济节水农业 , 实行

区域化种植 , 形成规模农业。为了使灌区豇豆、枸

杞等高效经济作物得到适时适量灌溉 , 鼓励农民种

植高效高产作物 , 增加灌区收入 , 在各水管所都预

留了 011～012 m
3

/ s的流量做为经济作物专用水 ,

用以专门灌溉经济作物。以水的“杠杆 ”作用来促

进灌区作物结构调整和刺激农民种植高效益、低耗

水经济作物。

318　建立监管机制 , 增强用水透明度

过去 , 由于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 , 水管人员

“小水大派 ”、记“糊涂帐 ”、用水组长向用水户乱

收费、乱计量、乱加价等现象时有发生 , 浪费水现

象十分严重 , 为彻底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 切实加

强用水管理 , 提高配水工作透明度 , 确保“总量控

制、定额管理 ”的用水管理新机制真正取得实效 ,

不断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 探索并建立了水管单位内

部和社会双向监督体系。

内部监督体系主要包括五项制度。

一是建立了调度员、稳水员、配水员三方相互

监督、相互制约的有效监督机制。水管所分设了调

度组、稳水组、配水组。调度组制定配水计划 , 下

达配水指令 , 按期统计汇总灌溉面积、供水方量和

水费 ; 稳水组执行调度指令 , 向各支斗口分配流

量 , 记录结算各支斗口供出水量 ; 配水组凭调度发

出的配水通知单和用水组购水水票向用水组配水 ,

做配水记录 , 与用水组结算水量 , 向调度按期报送进

度和“三清”(清面积、清水量、清水费 )报表。

二是配水组实行“二人合管二至三条支渠 ”的

制度 , 即每 2名配水员分管 2～3条支渠 , 轮流上

班 , 谁值班谁分水、谁记录 , 统一交接班 , 共同报

进度和“三清 ”, 相互监督 , 堵塞了配水员长时期

一人执班作弊的漏洞。

三是实行五日报和“三清 ”制度。要求各水管

所每五日向管理处调度中心和灌溉科上报五日斗口

配水量和灌溉面积 , 大坝水管所上报五日给各所的

分水量 , 以考核渠道利用率 , 协调平衡分水流量。

每一灌水轮次结束后 , 各所上报本轮次斗口分水

量、灌溉面积和水费 , 每个灌季结束后 , 上报该灌

季“三清 ”汇总表 , 年底上报年度“三清 ”汇总表 ,

由灌溉科及时稽查考核。

四是实行公示制度。供水期间 , 各所在本所公

示牌上及时公示当日各支斗口流量 ; 配水人员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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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公示牌、支斗口闸板张帖流量公示单 , 流量随

变随公示 , 用水户随时查询对照监督。避免了“小

水大派 ”、“变相加价收费 ”等不良现象。

五是实行了测水监察制度。各水管所设测水监

察员一名 , 受监察科和水管所的双重领导 , 定期不

定期检查水管所各支斗口水尺、流量 , 配水员支斗

口公示和用水组公示情况 , 作好监察记录 , 发现问

题及时指正 , 或直接向所领导和监察科汇报 , 由监

察科进行处理。

社会监督体系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用水户监督。用水组组长凭水管所调度的

“配水通知单 ”向用水户配水 , 不得口头通知 , 随

意变动。由管理处统一印制用水户配水记录本 , 用

水户每次灌水结束后 , 在记录本上登记灌水时间、

流量、实际灌水量以及购水量 , 结算水量后 , 由用

水户签字认可。每轮次灌水结束后 , 由用水组长在

公示牌公示用水各户的购水量、灌水量、水费等基

本情况 , 接受用水户监督。

二是监事会监督。成立了由乡政府、村委会、

水管所、用水户代表组成的 7～9人的监事会 , 检

查监督各用水组及协会的收费、配水、公示情况 ,

受理群众投诉 , 并进行调查处理。监事会的成立 ,

不仅使协会工作始终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 而且

置身于地方组织的服务指导之中 , 为有效服务群

众 , 确保正常供水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

4　取得的成效

411　促进了节水 , 效果显著

由于“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制度的落实 , 使

灌区广大农民参与到用水管理中来 , 农民逐步认识

到自己是工程的主人 , 只有搞好工程维修才能减少

水费支出 , 确保适时适量灌溉。因而增强了工程管

护责任心和自觉性 , 原来认为工程管护维修是水管

单位的事 , 对破坏水利工程行为视而不见。现在是

人人维护 , 个个关心 , 斗、农、毛渠畅通 , 为下游

输水提供了保证 , 减少了跑、冒、漏损失 , 提高了

灌溉保证率 , 提高了水的利用率 , 渠系水利用率

由原来的 65%提高到现在的 68%。仅此一项 , 全

灌区年可节约用水 300万 m
3。同时由于宣传教育

的广泛深入 , 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执行 , 灌水保

证率的提高 , 灌水周期缩短 , 农民狠水深灌等浪

费水现象显著减少 , 降低了灌水定额 , 用水定额由

120 m
3

/亩降低到 95 m
3

/亩以下 , 亩次平均节水 20

～25 m
3

, 全灌区年可节水 1 500万 ～2 000万 m
3。

412　促进了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高效农业的发

展 , 增加了农民收入

　　原来由于是村社管水 , 用水秩序较为混乱 , 农

民灌水没有保障 , 狠水深灌现象普遍 , 造成水资源

严重浪费 , 轮灌周期太长 , 每年到 7月底大面积洋

芋只能灌上第一轮水 , 受旱减产不可避免。由于实

行了“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 改革末级渠系用水

管理体制 , 由农民自己参与管水 , 灌水有了保障 ,

现在同期大面积洋芋都灌上了 3～4轮水 , 每年丰

收都成定局 , 地膜洋芋平均亩产可达 2 500 kg, 亩

均产值 1 300元以上 , 仅洋芋一项年产值可达 7 200

万元 , 比灌区主产小麦增收两倍。灌区广大群众从

中得到了实惠 , 充满了投资发展节水高效农业的信

心 , 促进了种植结构的调整 , 夏秋作物比例由原来

的 67 ∶33调整为 35 ∶65, 粮经比由 78 ∶22调整为

28 ∶72。灌区农民发展了 014万 hm
2 的早熟洋芋生

产基地、近 0135万 hm
2 的地膜覆盖良种玉米生产

基地、0107万 hm
2 的豇豆基地、0106万 hm

2 的枸

杞基地、 0108万 hm
2 的粮经作物套种示范基地 ,

使全灌区形成了“洋芋、制种玉米、枸杞、豇豆 ”

四大特色高效农业种植基地。日光温室蔬菜、秸杆

舍饲养殖基地 , 良种繁育基地等在灌区成规模发

展。通过改革 , 农民调整种植结构 , 发展高新节水

灌溉作物 , 有力地促进了灌区经济高涨 , 增加了农

民收入。

413　灌区规模扩大 , 工程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过去由于用水管理不善 , 农民用水心中没数 ,

加之水量浪费严重 , 水价秩序混乱 , 存在乱加价 ,

农民实际水费负担沉重 , 灌区农民种地灌水的积极

性不高 , 水费回收率低 , 工程效益得不到充分发

挥。“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的实行和末级渠系用

水管理制度的改革 , 基本杜绝了各种名目的乱收

费 , 用水秩序井然 , 促进了科学合理灌溉。水费回

收率每年都达到了 100% , 轮灌周期由 30 d缩短

20 d左右 , 各类作物得到适时适量的灌溉 , 水费

支出减少 , 灌区人民树立了从节水扩灌中求效益 ,

从产业结构调整中求发展的信心 , 近 5年来 , 灌区

已通过节水扩灌发展有效灌溉面积近 0156万 hm
2

,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工程效益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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