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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鲁县位于通辽市西部，地处西辽河冲积平原，总面积4488平方公里，
人口40万人，辖12个镇场、217个行政村。



全县基本农田182万亩，年产玉米16亿公斤，红干椒1.1亿公斤。



2012年以来，我县共实施节水增粮行动项目40万亩，其中2012年10万亩、2013
年12万亩、2014年18万亩。我县集中连片建设了20亩膜下滴灌现代农业示范区，

截至去年底，全县农业节水灌溉总面积达到165万亩，占基本农田91%。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以下效果：一是节约了水资源。通过节水项目压
井限采，推进了农业节水模式向以膜下滴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灌溉模式转变。管灌工
程井控面积由90亩提高到150亩以上，滴灌工程井控面积由90亩提高到200亩以上，

将过去分布不合理、出水量小、能耗高、控制面积小的机电井彻底压减封闭，限制
了地下水过度开采。三年共压减机电井4450眼，年节水6000万方以上。



2014年7月开鲁镇三星村地下水

位监测站数据显示，项目区地
下水位埋深由项目原来的8.5米
回升到5.7米，地下水位逐年下

降的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二是
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了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膜下滴灌玉
米每亩省水51%、省工3个、省
地14%、省电58%，肥料利用年
提高20%以上，玉米平均亩产提
高150公斤，产量达950公斤，
每亩净增效益371元，项目区年
净增农业产值8354万元，项目
区群众人均实现增收1500元以

上。三是加快了农业生产方式
转变。项目区内，流转土地、
农机合作社等形式的规模经营
达到15万亩。种植模式全部采

用大小垄、耐密高产的品种，
亩保苗5000株左右，20%以上的

地块亩产超吨粮。同时，加快
了劳动力转移，项目区多转移
劳动力3150人。



我县实施节水增粮行动项目采取的做法主要有：

一、强化节水项
目的组织实施



我县严格落实国家
四部委关于节水增
粮行动项目实施的
有关要求，成立政
府牵头的项目法人
，水务部门负责工
程实施，严格执行
法人负责制、招投
标制、监理制等配
套制度规定，确保
建设高标准，管理
规范到位。尤其是
将压减机电井任务
作为实绩考核指标

去抓好落实。



三年来，共建成喷灌2.93万亩、精品管灌0.5万亩、膜下滴灌36.57万亩，覆盖
12个镇场，126个村，惠及7.05万人。项目区累计铺设地下主管道1800公里、
滴灌带15.7万公里，营造农田防护林36.5公里，架设高低压输电线路947.8公里
，新建水泥路57公里，压减机电井采取GPS定井位、规划上图、影象资料立档
等方式落实到具体地块，东风镇等地还制定了压减1眼机电井奖励1千元、优先
压井优先配套节水项目等激励措施推进工作。



二、强化科技支
撑



在组织实施节水增粮行动
项目过程中，我县集中推
广了节水、农艺、农机、
气象等实用科技，大力开
展了科技培训活动，累计
举办培训班216期.



在推广先进节水技术
的同时，推广了深松
深翻、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综合防治、
秸秆还田等10余项高

产创建技术，发放培
训资料3.5万份，直接

或间接培训农牧民达
8万人次以上。探索
。



在项目区开展了20 个

玉米品种的对比试验
，同一品种不同栽培
密度的试验、覆膜与
不覆膜的试验、管灌
与滴灌的对比试验和
104个化肥品种及水

肥一体化肥料对比试
验，为找到与滴灌灌
溉方式相适应的农机
、农艺、品种、肥料
等措施做了有益的实
践



同时高标准建设了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农民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足不出户就可以
查询到节水技术、农业生产技术，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接与专家沟通交流，实现了节水农业

技术和信息的实时覆盖。



三、强化农机配
套



• 我县节水项目区耕种
收全部采用机械化作
业，有节水建设任务
的镇场均组建了农机
专业合作社，实行
“统一设计、统一机
具管理、统一油料供
应、统一作业流程、
统一收费标准”的
“五统一”管理。



县政府加大了农机购置扶持力度，项目区农牧民购买覆膜播种机，在国
家农机补贴的基础上县财政累加补贴达到70%；购买秸秆转化机械，在
国家补贴基础上县财政累加补贴达到50%。此外，我县还与农机企业共
同研发了残膜回收机，残膜回收率达到90%以上，以政府补贴60%的形式

投放到项目区，有效破解了地膜污染的难题。



四、强化农业用
水管理和工程管
护



• 在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区，
探索推行了定额管理和
阶梯水价制度，根据多
年实践经验测算，玉米
每亩年灌水定额120方，
红干椒每亩年灌水定额
160方。安装了智能IC卡
管理系统，浇地农户一
户一卡，在播种之前农
户按玉米年灌水定额120
方折算成电费存入IC卡，
按作物各生长周期需水
量刷卡浇地。



通过IC卡管理，有效维护了灌溉用水管理秩序，以同一井控面积内相邻

地块的持卡农户为基准，划分为若干个轮灌组，浇灌前由村委会及管水
员组织召集各轮灌组农户，明确浇灌秩序和当前作物生长周期灌水量，
由管水员负责日常监督实施。各轮灌组农户按顺序刷卡浇地，机电井IC

卡电表和流量计随用水记录显示耗电数和用水量，农户用完卡内定额水
量，机电井自动停泵，需再次充值后启动。



在整个作物生长周期
，亩用水量超120方定

额的，超出部分水价
在每度电1.17元基础
上加收0.2元，用于节

水工程管护费用；亩
用水量节余的，转入
下一年度使用或转让
给其他用水户，这种
“超罚节转”的灌水
管理方式，实现了水

资源节约利用。



加强了工程管护，建立了
节水增粮项目建后管护制
度，工程建成后，统一发
放工程产权证书和项目移
交证书，落实了村级管护
主体责任，产权人享有使
用权、管理权、经营权、
收益权。在村级产权管理
范围内采取将机电井承包
给个人经营的方式，落实
了具体管护责任人，到目
前我县75%以上的农业机

电井采取承包形式进行了
产权改革，所有节水项目
区都设立了村级管水员，
管水员的薪酬从灌溉用水
电费中计提。



我县还引进了上海联
业有限公司，生产各
类高效节水PVC、PE

管材和水溶性肥料。
企业与一些项目村回
收的废旧管带和残膜
进行置换，降低地膜
管带成本，村委会及
管水员负责做好节水
耗材的管护、回收，
保管、返厂和再利用
等工作。



五、强化项目资
金整合，综合推
进项目区建设



我县累计整合“十个全覆盖”、“一事一议”、高产创建、三北防护林、
电网改造、病虫害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农机补贴等项目资金3.17亿

元，集中投向项目区和所涉及的村庄建设，使新农村建设水平有了较大提
高。



• 同时，县财政每年列
支1000万元，用于地

膜、农机、机耕费、
病虫害防治等补贴。
同时，项目区通过“
一事一议”、“民办
公助”、“以奖代补
”等方法组织群众投
工投劳建设节水工程
94处，群众累计投工
10.3万个。



通过整合项目集中配套建设，把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区建成了
高效节水现代农业示范区，同时也是我县高标准新农村建设

示范区。



实施节水增粮行动，
实现了水资源科学利
用和农牧业增效，但
在实施过程中我县也
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是实行膜下滴灌需
要一个政府引导支持
、群众认识提高、自
觉应用使用的过程，
县级配套筹资有难度

二是地膜降解慢，回
收清理难度大，需要
重视、支持。





以上是我县实施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情况汇报，不妥之处，请
批评指正。会后，我县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借鉴
和吸收其他省市县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理清思路，细
化措施，推进我县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再上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