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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夹马口灌区基本情况

夹 马 口 引 黄 工 程 位 于 山 西 省 运

城市，是黄河上第一座大型高扬程电

力提黄灌溉工程。 1958 年兴建，1960
年上水受益。 该工程分三级 9 站，总

扬程 219 m。 设计灌溉面积 90.9 万亩

（6.06 万 hm2），受益人口 45 万人。 运

城平均年降雨量 500 mm，人均耕地面

积 0.14hm2，自然条件较好，农业发展潜

力大，但水资源严重短缺，全市人均年水

资源占有量仅 267m3。

二、对灌区管理工作的定位

灌区用水具有资源性 （社会性）
和经济性（商品性）的双重属性。 资源

性要通过政府宏观决策， 从战略、方

向上把握和实现。 政府通过实行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采取降低电价

和实行政府补贴措施，来实现水资源

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 经济性应遵循

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主导思想，通

过采取管理措施并应用先进方法，降

低水的运行成本， 追求效益最大化，
进而实现高效利用。

对灌区来说，合理开发体现在流

域 机 构 每 年 对 灌 区 用 水 量 进 行 指 标

控制；有效保护体现在政府对不同地

域、不 同 条 件 灌 区 的 水 价 批 复 ；优 化

配 置 体 现 在 政 府 对 泵 站 提 水 用 电 价

格的指定和财政补贴等；高效利用即

灌区在不超过用水指标的前提下，追

求单位投入效率、单方水产出效益及

资源能力的最大化。

三、灌区现代化管理应具

备的几个要素

1.确立管理目标

夹马口灌区的运行实践证明，农

业灌区必须要把实现“农民增收、工程

发展、 职工受益” 作为灌区管理的目

标， 在干部员工中牢固树立 “信任员

工、厉行节约、崇尚文明、追求卓越、重

视团队合作，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时、足额、平稳、高

效、公开”的供水作为服务质量标准。

2.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

建 立 与 市 场 经 济 相 适 应 的 管 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灌区实现现代化

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灌区属准公益性事业单位，灌溉用水

要向农民收取水费，而执行水价又达

不到完全成本，这就决定了灌区必须

走“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发展

道路，体制上实行“事企分开”的管理

理念，即把灌区内的行政管理机构和

具体从事水经营的实体（泵站、干渠、
支渠）分开。 管理局是事业化的行政

管理， 泵站模拟工厂化的企业管理，
灌区模拟商业化的市场管理。 机制上

实 行“模 拟 法 人 主 体 化 、独 立 核 算 企

业 化、层 层 买 卖 市 场 化 、规 范 服 务 公

开化”的管理理念，泵站、灌区和农户

之间层层建立买卖关系。 泵站作为生

产单 位，负 责 提 供 水 源 ；干 渠、支 渠、
斗渠作为销售单位，负责将水按需配

到 各 农 户；农 户 是 消 费 者 ，享 受 消 费

合法权益。 各实体化小核算单元，独

立 核 算，实 施“阳 光 供 水”，从 而 构 建

“公开、公平、有序、规范”的灌溉用水

市场。

3.建立科学水价形成机制

建 立 科 学 的 水 价 形 成 机 制 是 实

现 水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和 高 效 利 用 的 重

要保障。
全 国 灌 区 大 体 上 可 分 为 三 类 ：

一 类 是 水 资 源 充 分 ， 以 防 洪 为 主 的

南 方 灌 区 ;二 类 是 干 旱 缺 水 、水 成 本

低 的 自 流 灌 区 ；三 是 干 旱 缺 水、水 成

本 高 的 高 扬 程 泵 站 灌 区 。 其 中 高 扬

程 泵 站 灌 区 水的成本比较高，对水的

管理必须实行商品化运作模式。水价

制 定 得 科 学 与 否 直 接 影 响 灌 溉 水 市

场的运行，关系着农民增收和工程的

可持续利用。 水价太低，用水户不珍

惜，造成水资源严重浪费；水价太高，
用 水 户 负 担 加 重 ， 影 响 用 水 的 积 极

性，不利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此，
制定水价时必须在《水利工程供水价

格 管 理 办 法》及《水 利 工 程 供 水 定 价

成 本 监 审 办 法 （试 行）》基 础 上，先 根

据 灌 区 实 际 运 行 状 况 来 核 定 成 本 水

价，再根据当地农民承受能力批复执

行水价， 最后差额部分由地方政府给

予补贴。 这样既能发挥水利工程效益，
又能促进农民节约用水， 也能保障灌

区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4.夯实硬件基础

夯实硬件基础，提高工程设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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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 构 建 流 域 和 区 域 统 一 协 作

机制，既有利于妥善处理流域和区域

的关系，形成平等协商、分工负责、沟

通顺畅的工作机制， 又有利于应急处

置突发事件。 在发生缺水及水污染等

突发事件时， 市水管委及水管办将作

为 应 急 处 置 指 挥 部 和 应 急 处 置 办 公

室，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各涉水部

门和突发事件发生地政府组织力量，

迅速解决缺水或水污染突发事件。

2011 年市水管办通过监控平台，
及时监测到多起水质水量预警事件，
市水资委在接到报告后，先后多次下

发应急供水调度令，有效处置了新安

水库、泗州水库和湄南供水公司的应

急 供 水 以 及 泗 州 水 库 锰 元 素 超 标 等

问题，确保各地供水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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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实现灌区现代化管理和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支撑。 夹马口灌区工程超

期服役，老化失修非常严重。 1998—
2010 年抓 住 国 家“两 改 一 提高”的 机

遇， 争取更新改造投资 15 080 万元。
工程改造后，夹马口一级泵站提水能

力由 7 m3/s 增加到 12.5 m3/s； 灌溉面

积由改造前的 1.2 万 hm2 增加到 2.07
万 hm2， 渠系水利用系数由 0.68 提高

到 0.82。 2008 年，山西省启动实施兴

水战略兴建夹马口北扩工程，夹马口

泵站提水能力达到 24.5 m3/s， 灌区设

计总灌溉面积达到 6.06 万 hm2， 实灌

面积达到 4 万 hm2。

四、建立科学考核体系，实

现工程可持续利用

从灌区多年工作实践来看，必须

坚 持“考 核 项 目 多 元 化 、各 项 指 标 数

字 化、操 作 手 段 现 代 化 、整 体 运 行 规

范化”的考核原则，全方位对泵站、灌

区各项指标进行量化考核，才能推进

工程可持续利用。 夹马口灌区每年指

标的确定， 是根据近 3 年实际运行发

生的情况， 按在其平均值基础上逐步

提高的办法制定。 年末采用纵向对比

法对灌区年社会总产值及投入、 产出

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作出客观评价。

1.泵站考核指标

①泵站提水量。 根据管理局下达的

任务进行考核。②供水灵活性。及时调整

流量大小，做到按需供给。③供水充足性。
满足干渠用水需求，保证足额供给。 ④供

水可靠性。 确保及时、稳定、高效供给。⑤

单方水成本。 主要对单方水耗电、单方水

维修费指标进行考核，实行超罚节奖。

2.渠道考核指标

①渠道引水量。 根据管理局下达

引水任务考核。 ②输水效率。 主要考

核“千方水公里损失”系数。 ③向下一

级 渠 道 供 水 稳 定 性 及 灵 活 性 、 可 靠

性、公正性。④渠道维护水平。⑤建筑

物 的 灵 活 性 、可 靠 性 （节 制 闸 、分 水

闸、量水槽）。 ⑥运行管理人员的业务

素质及理论水平。 ⑦内部管理制度是

否规范、健全。 ⑧沿渠道路的可用性。

3.综合评价指标

①农 民 年 人 均 纯 收 入 和 劳 动 力

收 入；②灌 区 亩 产 值；③灌 溉 水 生 产

率，即泵站提 1 m3 水在灌区所增加的

农产值；④用水定额；⑤灌溉成本；⑥
单位功率效益； ⑦灌溉水费生产率，
即 农 民 花 1 元 钱 水 费 在 灌 区 产 生 的

效益；⑧年 灌 溉 水 利 用 率；⑨灌 区 保

证率；⑩职工年收入水平。

五、灌区管理成效

近 年，夹 马 口 灌 区 围 绕 “农 民 增

收、工程发展、职工受益”的三赢管理

目 标，坚 持 改 革 与 改 造 并 重 ，灌 区 已

形成经济林占 85%、 棉花占 10%、其

他占 5%的种植格局， 为工程健康持

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经调查，2010 年夹马口灌区社会

增产值达到 14.6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 12982 元，是运城市同期农民人均

纯收入（4685 元）的 2.7 倍，工程逐步迈

入良性发展轨道。 从 2006—2010 年社

会经济效益分析看，夹马口灌区平均单

方水产值（即黄河提 1m3 水在灌区的产

值）15 元左右。 2006 年 5 月，联合国粮

农组织（FAO）对夹马口灌区评估，认为

灌区整体灌溉效益、灌溉水利用系数和

灌溉水分生产率在同类引黄灌区中较

高，居全国及亚太地区领先地位。

六、思 考

①要 注 重 灌 区 水 资 源 的 合 理 开

发。 灌区提水能力建设和工程改造要

加强，随着小樊灌区和北扩灌区灌溉

面积的不断扩大，目前夹马口一级泵

站提水能力明显不足。

②加大农民节约用水力度。 利用

价格杠杆促进农民节约用水，灌区应

逐步实行定额控制、超额加价的阶梯

式水价体系。 进一步探索田间节水灌

溉新方法。

③进一步落实灌区管理体制改革

政策。 政府应加强对准公益性质灌区

“两定两补”政策的落实，水费补贴应及

时、足额到位，以确保灌区可持续发展。

④进一步提高员工收入水平。 稳

定员工队伍，提高员工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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