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心组织强化建管
确保“节水增粮行动”长久发挥效益

黑龙江省克山县水务局
二０一四年六月四日



基本情况:克山县位于小兴安岭西南缘，松嫩平原腹地，是小兴安岭向松嫩
平原过渡地带，全县幅员面积332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02万亩，是土地流转和
规模经营先进县，现有节水灌溉田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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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时间和总体评价:
我县从2012年起按照国家
和省厅的要求，实施了
“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
动”，此项工程对于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保障粮食
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设内容及建设情况：

• 按照要求，我县从那
时起就掀起了“节水增粮
行动”的建设高潮，并于
2013年底完成建设任务，

同时承担了部长项目区相
关实验和示范性工作。工
程建设中我们克服了施工
时间短，天气寒冷，工作
难度大等诸多困难，在
“节水增粮”行动中打造
一道亮丽的风景,受到当地
百姓的好评。



建设总要求：

• 要达到工程“建的成、
用得起、管得好、长受益”
的目的，我们按照“三驾
马车”和省厅建设管护的
要求，在借鉴外地经验基
础上，通过一年来建设和
实践探索，我们做了几工
作。



三驾马车：

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在朔州桑干河灌

区节水改造项目建设和小农水末级渠系配套工
程建设调研提出的：“水利基层服务机构、农
民用水合作组织和专业化水利服务队”。



一、在建得成方面，我们首先突出“早”字。

• 早规划：我县地处北纬48度的冻土

地带上，冬季漫长寒冷，回暧期非
常短，如果工程进展速度慢，对农
业的种植影响很大，特别是施工时
压地压苗问题十分突出，也影响了
农民积极性，所以我们必须在有效
的时间内完成节水设备的安装。同

时由于春雪融化，施工非常困难，
而且我县从4月22日开始种马铃薯，
5月1日开始大田播种，所有这些客
观条件要求我们须在5月10日前完

成工程，由于当年规划设计，当年
施工，所以难度非常大。



• 早设计：在工程施工的开
始，得到了省厅水科院的
大力支持，特别是当时的
郎所长亲自到现场勘查指
导，提出很好的意见了建
议，使得我们的工作得到
了技术支撑。



早开工：为了完成任务，我县于2月18日开始挖低压电线沟，开沟

时24小时歇人不歇车，开挖沟深要求1米深。又于3月10开始打水源井，

由于天气寒冷钻机台全部挂蜡，施工非常困难，放水的泥浆坑一夜冻厚
达2厘米，我们开始的过程基本上在雪地里作业。



• 早建设：3月15日
开始采伐林带、挖根，
3月20日开始架高压线
路，当时没料、没车、
没钱、没人，可谓问
题多多。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把指挥部前
移、吃住工地现场。



早完工：当时我们喊
出口号：“下地五点半、
干到看不见，工地一顿饭、
领导靠前站，钻机连轴转、
实施大喷灌，苦干六十天、
目标定实现”。整个建设
定于5月10当完工，要倒排
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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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使用：期间省厅王厅长、林处长、吴处长等
领导多次光临指导，和我们一起吃住现场，提出合
理化建议，鼓舞了干劲，增添了信心，由于我们落
实得早，措施得力，抢时间、争主动，工程于5月8
日前全部完成试水、调试任务，受到了省厅好评。



工作画面：领导检查指导工作一



领导检查指导工作二



春季施工现场



二、节水增粮要发
挥引导示范作用。

由于“节水增粮”行
动刚刚推开，让农民接受
有一个过程，同时也有引
领示范作用，便于让本县
各地农户参观学习。我们
在项目区高速公路边建两
个大型擎天柱，写明“节
水增粮”项目区醒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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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立6处大型简介牌具体介绍情况，拉砂石2000米，修
路边沟10公里，铺筑作业路6公里，方便农机具进地，在项

目区电线杆上挂“节水增粮”宣传标语。我们还在项目区上
栽树、种花、灌水、铲草，用以提高项目区整体观赏性，以
上几项工作都由我局职工完成，没多花一分钱，保证典型引
导，按教科书要求打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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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画面



不同时期喷灌图一



不同时期喷灌图二



不同时期喷灌图三



为更精确的分析我县高效节
水灌溉的效益状况，切实把节
水增粮的效益分析透彻，我们
选择了一个节水增粮的地块和
一个未进行喷灌的地块进行效
益对比，其中，节水增粮的地
块我们是选择了两个核算测量
点，一个点是实施的已喷地块，
另一个是喷灌的地块中未喷的
边角地块，之所以用这样的分
析是因为整个土地田间管理、
作物品系、销售渠道都是一样
的运行模式，但作物的产出已
喷和未喷就有一定的差距，仅
此单项就足以说明节水增粮的
功效，我们所采用的数据是根
据省高产测产组专家的测算所
得，结果是：



根据掌握的情况进行
跟踪调查：

一、同一作物同一地
块已喷和漏喷（或未喷）
的地块经济效益相差
1080元（见附表一）。我

们选用的是西建乡同启村
（707部队）高效节水灌

溉项目区种植的马铃薯种
薯品种，整个效益由总收
入和总支出两大项组成，
价格按当地现行种薯价格
计算，各项支出是合作社
提供的实际发生数据。



二、测产组对不同地块效益
分析。经测算：已喷和未喷地
块经济效益相差1472元（见附

表二）。八月二十八日，省测
产组对节水增粮喷灌的地块和
比邻的农户未喷灌的地块，由
专门的技术人员利用专业设备
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测产，节
水增粮的地块由合作社经营，
未灌地块由农户经营，我们在
计算时把已喷地块承包费纳入
成本支出，把未喷地块的承包
费不纳入成本支出，因未涉及
资金交易，在用工支出上我们
按不同的投入进行不同的计算，
另外在计算马铃薯价格时种薯
和商品薯的价格不同，所以计
算结果也不相同。



三、在效益的计算过程
中，我们也是按照种薯和商
品薯的不同价格进行计算的，
在资金支出中，把合作社的
土地承包费纳入成本支出，
把农户的土地承包费未纳入
成本支出（按自己家地未用
现金支出）。通过几组数据
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
到高效节水灌溉在现代农业
的作用优势明显，也说明了
“节水增粮行动”是粮食安
全的需要，也是农民增收的
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精心打造部长项目区

• 我县是省厅安排建设

的“一线五片”部长项目
示范区，为完成此项工作，
省厅2013年春季由林处长

率项目区领导分别赴河北、
新疆参观考察，按要求我
县完成一期工作任务。



赴张家口考察信息化



赴新疆考察高效节水及信息化



安排核心区2万亩（包括马铃薯、玉米等），示范区
1500亩。项目区共完成信息化监控室2处，一处在县局负责
全县监控，一处在部长项目区707部队农场（同启农机合作
社）面积分别为100和160平方米。



建设内容有地下水位监测点6个，地下动态及流量监测5个，土壤墒情监
测点6个，视频监测点8个，信息监控1个，远程监控1个，信息发布站1个，小
型气象站1个，核心区内的路桥涵进行了整修与取直，栽种植了树木花草等。



四、精心选择适合大型喷灌运行的地块，为管护提供

一个良好的前提保障



• 为一开始就有一个好
的管理模式，我们提早准
备、提前入手，在选择标
准和方式上重点做了几项
工作：一是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我们有意识的选择土
地规模经营大的地块，要
求地块平整、林带便于采
伐且面积在500亩以上的方
正地块，便于经营和喷灌
设备的摆放，突出总体效
益，同时也解决了因个别
农户占地、压地多少难题，
也使低压线路容易施工。



• 二是我们选择种植高
效的经济作物或高产的粮
食作物作为项目实施地块，
高效经济作物和高产粮食
作物实施水利化后优势明
显、产量高、经济效益好，
如向马铃薯、玉米地块倾
斜让农户在使用后有了认
识上的转变。



• 三是选择组织化
程度较高的地块，特
别是农机合作社的地
块，他们拥有的大型
农业机械，整地好，
从种到收全部实行机
械化，这样与水利化
的结合能够发挥效益
最大化。



四是选择能人为实施对象，这样能够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也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合作社带头人



• 五是选择高标准

的农业试验示范田。

科学种植、栽培、管

理等有效的应用，增

加了科技含量，提高

了防治自然灾害、病

虫草害的能力，提高

了标准、增加了产量，

再与喷灌技术的结合，

效果非常明显。



• 六是选择水资源
条件较好的地块。这
些地块的成井条件好，
成井深度适宜，浅层
地下水丰富，能够减
少各种费用，确保了
人饮用水和地下水的
安全。



• 七是选择交通比
较便利的地块，便于
安装调试、典型带动、
参观学习和旅游观光，
真正起到了引领示范
的作用。



五、成立专业组织，负责项目和设备的日常
管理。

• 我县原有水利物
资公司具有抗旱排水
服务功能，有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针对
这种实际，我们成立
了水利灌排服务中心。
根据我县实际情况，
实行了以下几种管理
模式：



一是合作社管理模式

• 就是在设备产权仍归
国家所有，将设备的使用、
维修和看护全部交给合作
社，在设备运行时由合作
社安排专人进行操作，在
设备出现故障时由合作社
负责维修，如遇技术难题
则由县灌排技术人员进行
维修，实在解决不了的，
再咨询厂商解决。



二是大户管护方式

• 就是乡村土地中一
个或若干的地块相连，
由一户或几户共同经营
的模式，与合作社有相
同之处，但缺点是经营
的年限不固定，变换较
快，针对这种情况，我
们与大户所在的村委会
联系，确定双方共同管
理，如大户一方出现所
喷地块不再种植，则由
村集体确定一个新用户，
保证设备用得上，长受
益。



三是散户管护方式

• 将设备管护全部交给
散户所在的村委会，由村
委会牵头、协调各户选出
代表具体负责管理、维修、
看护，在设备运行、维护
所发生的费用如电费、人
员工资等都由受益农户按
实喷面积均摊，设备不用
后，由县排灌中心负责将
设备的喷头、软管等易丢
的部件全部拆卸，放在专
用物资库内，集中保管，
待明年用时统一安装使用。



六、多措并举，采用全时限管护

就是在具体的管护中，采取不
同时段的管理模式。 一是春季管理。



我们及时与厂家联系，
责成水利灌排中心派驻技
术人员进行全程跟踪，所
涉及地块的用户安装的设
备都派专业人员进行学习，
对机械性能、安装构架等
技术方面有了全面的了解
和掌握。



二是夏季管理。
我们对电力进行配置，对设

备的性能进行检测，对运行的时
段进行观察和检查，其间有关技
术人员亲临现场指导，同时要求
厂家对灌排中心和用户进行现场
说教，集中讲解、答疑解惑，使
设备运行良好，能够正常的投入
使用。



三是秋季管理。
我们要求服务中心和用

户及时对配电设施和易丢部
件（喷头、软管）拆除入库，
并做好标记、详细记录。对
水源井及时封口，主控箱、
配电箱拉闸、锁牢，变压器
与高压线断开，设立警示标
志，放到显著位置。



四是冬季管理。

县灌排服务中心和使
用设备的乡村及个人，定
期不定期的到地块进行察
看设备状况，并做好记录。
对检查、抽查发现的问题
及时处理，同时检查秋季
物品归库的情况、场地的
落实情况、看护房及管理
人员的责任制情况，为下
年度设备正常使用提供前
提保障。



七、工作中的几
点体会
一是没有领导的支持工程
很难完成。



二是科技的支撑是做
好工作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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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基层水利部门抓好落实



四是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是节水增粮发展壮

大的必然选择



八、意见和建议

一是先建设机制 ,后
建工程。



二是充分考虑地方财力



三、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四、项目实施尽可能的投向合作社和大户



• 以上是我们在建设和管护
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和各
地相比还有许多不足，我们决
心按照本次培训的安排部署，
结合我县实际，不断总结项目
推进中的经济，把我县"节水增
粮行动"建设和运行管护做得更
好，发挥长效作用，不虚此行，
不虚此学，为探索我县的现代
农村水利化和粮食安全做出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