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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对水的认识不断加深 , 全社会越来越

普遍关注水利现代化的问题 , 一些诸如水资源优化

配置、统一管理 , 水权水市场建立、节水环保型社

会建设等新的水理论的提出及付诸实践 , 将更加推

进水利现代化的步伐。河套灌区是一个较大型而且

历史悠久的灌区 , 现代水利这种发展趋势必将对灌

区原有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工作方法、行为要

求、思想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

河套灌区做为全国三大灌区之一也必将迎来新

的水利建设高潮 , 排水工作做为灌区水利工作的重

要一环 , 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 寻找对策、深化改

革 , 努力实现排水管理现代化。

1　排水工程概况

河套灌区从有灌无排到确立灌排基本配套格

局 , 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历程。目前全灌区的排水

系统基本能够与灌水渠系相对应 , 设有七级 , 包括

总排干沟 1条 , 干沟 12条 , 分干沟 60条 , 支沟

256条 , 斗农毛沟约 212万条。灌区排水工程以总

排干沟为主 , 通过深入田间的呈辐射状的各级支排

沟与灌溉渠系相通 , 在灌区形成一个巨大的水网 ,

主要作用可以概括为及时排泄灌溉余水、山洪水、

地下水、城镇农村生活弃水 , 通过排退水起到降低

地下水位、控制土壤耕作层水量、改良土壤、方便

灌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功效 , 达到防涝减灾的目的 ,

改善沿线地区和乌梁素海湿地的生态环境 , 从而促

进灌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排水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灌溉排水是农田水利研究的重要内容 , 历史表

明 , 人工灌溉是干旱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维持人类

生存、改善人类生活的有效途径 , 而排水设施不论

在干旱地区 , 还是湿润地区都为发展灌溉创立了有

利的物质基础 , 灌溉与排水互为补充 , 使土壤形成

宜于耕作的湿润状况 , 只有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得到

加强 , 才能使农牧业最终获得最高产量 , 这一点在

河套灌区的水利发展史上得到鲜明的印证。双方关

系处理好 , 农牧业生产效益就高 , 否则 , 就明显减

低。因为在现实中 , 有时候双方的发展受自然和人

为因素影响达不到平衡 , 总体上讲 , 排水沟系相对

灌水渠系来讲配套程度差一些。

211　面临的形势

几十年来 , 经过几代水利人的不懈努力 , 灌区

灌排工程基本配套 , 并达到一定规模。但在新时

期 , 水利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从传统水利向现

代水利、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 , 水利管理方

式更加民主 , 水费收取更趋合理。工作方式也由行

政主导型向行政、法律、经济等综合服务型转变。

要把老灌区建成一个节水高效的新灌区 , 排水工作

也要走向市场 , 不能单纯地以排泄多少水量做为对

排水工作惟一衡量标准。

212　存在的问题

河套灌区的出路在排水 , 这已成为共识 , 但在

新时期要进一步建立一套人水和谐、洪涝无虑、排

水安全、环境优美、管理高效、信息畅通、运行可

靠的排水管理体系 , 还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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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　对排水作用的认识渐轻

黄河流域水资源日趋枯竭 , 引入灌区水量逐步

减小 , 尤其是目前 , 灌区引入黄河水量比以往同期

下降 45%。导致排退水量呈下降趋势 , 再加之近

几年连续干旱 , 洪涝灾害又少 , 这就必然会给一部

分人 , 甚至一些水利工作者造成排水工程无足轻重

的模糊认识 , 可能也就影响了该项工作在灌区水利

工作中的地位 , 会相对缩小对排水的投入。

21212　排水管理机构分散

灌区的排水管理机构只有总排干沟单独设局 ,

统一管理 , 工程养护投入基本有保障 , 其他直入总

排干沟的干、分干沟及支、斗、农、毛沟 , 则分别

由灌域管理局、旗县水务局、乡、村、社管理 , 比

较分散 , 维修养护力度不一 , 实际上有的支斗沟等

因没有统一的排水管理办法及运行制度 , 存在多家

分管、多家不管的现象。有些沟道已经因塌坡、淤

塞严重影响了排水效果 , 降低了灌区排水系统的作

用 , 而且对总排干沟运行形成威胁。

21213　水质污染严重

排水工程属社会公益性工程 , 多年来形成的习

惯使管理单位无法直接与排、退水受益者 (农牧业

生产户、城乡消费者、工矿企业 )直接挂钩 , 在水

污染防治上又部门职责交叉、责任不清 , 排退水质

得不到控制 , 污染程度逐年加剧 , 这些污染的水体

泄入总排干沟后又排入乌梁素海 , 最后进入黄河 ,

对沿线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恶劣影响。

21214　投入资金不足 , 工程老损严重

灌区的水利工程大多运行年代长 , 急需更新改

造 , 目前由于水价成本到不了位 , 岁修养护投资不

足 , 只能负病运行 , 而排退水工程又常年在碱水中

浸泡 , 较灌溉工程更易受地下水位变动浸蚀、冻胀

破坏 , 部分沟道由于土质不同塌坡有轻有重 , 产生

淤塞阻水。以总排干沟为例 , 在全长 230 km的沟

道中塌坡段普遍存在 , 破损的建筑物也不少。工程

维修费每年只好靠挤占灌溉工程的水费投入 , 数量

不会很大 , 这样日积月累 , 工程老损的速度更快。

21215　排水收费难

在当前明确收取排退水费困难较大 , 对排退水

受益者的约束力弱 , 这直接加重了排水水质的污染

程度和速度 , 也纵容了水浪费现象的存在 , 同时为

防洪减灾埋下了隐患 , 间接影响了全灌区的节水效

果。

21216　防洪标准不高

排水工程的功能之一是防洪减灾 , 就全灌区

讲 , 排退洪水有两部分内容 , 既要排除灌区内部形

成的洪水 , 也排除灌区北部的山洪 , 后一种作用更

重要。在灌区北部有狼山、乌拉山两大山脉 , 沿线

大小山洪沟共 147条 , 集水面积达 113万 km
2

, 虽

然大部分山沟平时流量很小 , 是季节性河流 , 但山

洪暴发的集中性、偶然性很大 , 尤其在汛期发生次

数频繁 , 来势迅猛 , 局部产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还

存在。总排干沟扩建后 , 达到设计过流能力 60

m
3

/ s, 校核流量 100 m
3

/ s的标准 , 但是沟道堤背

的设防标准低。一侧堤背原设计为简易 4 级公

路 , 但离防汛专用道的建设标准相差甚远 , 堤背

也从未按防洪堤专项治理过 , 在 1997年 8月 7日

的一次大水中 , 实测瞬时流量 9319 m
3

/ s, 造成

了许多段落的旱台塌坡。所以从全灌区来看 , 除

黄河防洪堤国家已专项治理外 , 其他排水工程还

应立足于防大汛的目标 , 继续加大投入 , 提高防

洪标准。

21217　管理工作中科技含量小 , 影响排水工作水

平的提高

　　排退水沟内水的流速慢 , 水草滋生较多 , 影响

沟道顺利退水 , 目前大多采用人工割除的办法 , 效

率不高。而对于排水沟内的塌坡、冻胀等自然灾

害 , 尚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3　对策研究

311　深化体制改革 , 转换工作理念 , 培养一支高

素质队伍

　　新时期 , 排水工作要以新的治水思路为指导 ,

充分体现现代水利的特点 , 工作中做到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 , 从而

实现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知识结构、工作方法的

与时俱进。

在队伍建设上 , 本着“精简、统一、效能 ”的

原则 , 压缩机构 , 精简人员 , 在“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 ”的前提下 , 引入竞争机制 , 建立科学合

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和人才成长机制 , 充分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 , 从而建立起生气勃勃的排水发展

机制和良性运行机制。

312　理顺排水关系 , 多渠道筹资 , 解决工程老化

问题 , 提高管理水平

　　排水工程的性质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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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如防洪 , 其受益者不仅仅是农民和农业 , 农

村中的各行各业以及所有非从事农业的单位和个

人无不受益 , 这项功能的投入还是应由政府负担

起来 , 从公共财政中支出。另一类是生产性的 ,

如排退灌溉余水、地下水、城镇污水 , 直接与农

牧业生产紧密联系 , 这类投入应当从直接从事农

牧业的生产者 (包括农户和其他经济组织 )和污水

制造者上取得 , 这部分投入实际上是农田种养殖

业和工矿企业的必要成本。通过这两种渠道 , 理

顺排水筹资关系 , 保证排水工程的投入 , 解决工

程老化问题。

在工程管理实际工作中 , 积极推广管养分离的

新机制 , 较好地处理管理、维护、后勤三者关系 ,

将维修、养护等劳务性质的工作从排水工程管理中

剥离出来 , 交给市场 , 使管理工作向现代化、信息

化、无人值守、自动观测的方向转变。做好以下几

点工作。

(1)从防大洪的角度把总排干沟建成高标准的

防洪工程 , 完善排水工程系统 , 构造灌区自身的防

洪控制体系 , 提高全灌区的抗洪保障能力。

(2)严格控制排退水质 , 对进入总排干沟及

各分干沟的城镇污水、工矿企业废水必须采取先

处理后准入的制度。从目前看 , 在直入总排干沟

的干沟中 , 三、五、七排干的污染最严重 , 排量

较大 , 其污染物主要是杭后、临河、五原、前旗

的城镇污水、工业废水 , 现在对水质污染单纯的

采取末端治理不可能完全改善沟道水质 , 控制污

染的关键因素应是控制排入的污染物总量不超

标 , 最好采取源头治理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办

法 , 通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达到控制污染的目

的 , 最终保护乌梁素海及周围地区和黄河中下游

段的生态环境。

(3)增加科技投入 , 积极开展水草防治、清除

的科研工作 , 推广生物护坡、工程护坡等先进排水

技术 , 比如可尝试用环保型绿化混凝土护砌塌坡、

流砂段的方法提高排水沟道的使用寿命。

313　扩大综合经营实力

在现有综合经营基础上 , 组建面向市场、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集团 , 以现有水利建筑

市场为依托 , 向其他建筑行业进军。充分开发排

水单位水土资源 , 壮大自身经济实力 , 增加基层

职工收入 , 改善生活、工作环境 , 拓宽排水工程

筹资渠道 , 为排水工程的投入筑造强有力的保障

体系。

314　加强排水信息系统建设与管理

建立排水水质、水情、防洪、资源、人才等资

料的采集、分析、预报网络 , 为防汛决策、水量调

度、水情传递、工程运行管理服务 , 保证实现全方

位防洪减灾的社会功能。

总之 , 河套灌区的排水工作在新时期还有好多

事情要做 , 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 随着国家对中西部

开发的不断投入 , 对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力度的加

大 , 全灌区的防洪、排涝、蓄水、排水、用水、节

水和污水处理及回用、水资源保护等各项水管理工

作也将掀开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 　尹美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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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水文机构的设区市、县 (市、区 )要相应成立

水文机构。

316　尽快出台省级水文条例

参公后 , 更要注重水文法规建设 , 做到依法行

政。目前 , 已有湖南、广西、江苏等少数几个省出

台了水文条例。省、市、县水文机构是行使水文行

业管理的职能部门 , 长期以来 , 由于缺乏管理水文

事务的法律依据 , 水文行业管理工作薄弱 , 造成重

复建设及人、财、物的浪费和水文信息采集混乱 ,

影响了水文资料的可靠性、科学性 , 甚至造成经济

建设的决策困难。因此 , 根据本省的实际 , 出台省

级水文条例 , 有利于加强水文行业管理 , 保障水文

事业有序发展 , 提高水文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水

平。

参公对水文来说是一件大事、喜事 , 体现了

党和政府对水文的关心和重视 , 也说明了这些年

来水文工作得到了各级党政的充分肯定。以《水

文条例 》为依托 , 主动及时优质高效地做好各项

水文服务工作 , 不断拓宽水文工作领域 , 全面服

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抓住机遇 , 实现水文

行业全面参公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水文发展的方

向。

(责任编辑 　陈海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