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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市节水增粮行动典型材料



北票市位于辽宁省
西部，总土地面积4469

平方公里。我市哈尔脑
乡新亭村位于大凌河一
级支流的顾洞河东岸，
地势平坦，土地集中连
片，地下水源条件好，
现有11个村民组，774

户，2430口人，总土地
面积13000亩，其中耕
地面积8000亩，土地作



新亭村

为当地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一直以来农业生产受到高度
重视。由于当地气候干燥、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旱灾一
直是制约当地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十年九
旱、雨养农业是当地农业的
基本特点， 鉴于这一村情，
新亭村村委会抓住实施“节
水增粮行动”这一有利时机，
通过五组村民廖志县2012年
膜



下滴灌玉米亩产量达2200斤，
亩均增产700斤的实例，进行效

益对比分析，让村民看到了实
实在在的发展膜下滴灌种植的
美好前景。通过业务部门、村
委会耐心工作，逐步统一了村
民思想，提高了认识，从而把
节水增粮行动作为新亭村的致
富主导项目。节水增粮行动开
展以来，全村已发展粮食滴灌
面积4000亩，到2014年末全村
灌溉面积已达到6000亩，占全
村耕地面积的75%。



随着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的不断扩
大，相应地也带来了农业生产和
灌溉工程管护的困难和问题。一
是节水增粮工程实行机播统一作
业，采用大垄双行种植，而传统
的种植方式都是单垄犁种，同时
农户土地垄条长短不一，造成按
机播确定垄距与实际播种面积有
一定的出入；二是在工程运行管
护时，对比坡地和平地、长垄和
短垄、近地和远地，在播种灌溉
时产生的费用，会有一定的差距，
分摊费用时，部分农民存有争议；



三是国家投资修建的机井设备、地
下管路、出水栓等，出现破损老化、
维修、更换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
组织，不能及时进行维护管理；四是
当地村民耕地面积少，每户在10亩左
右，由于个别村民认识不足，会出现
“插花地”，而节水滴灌做为一个整
体，若有一户不配合，在滴灌工程建
设及运行时都会出现纠纷。上述问题
不及时解决，将严重制约节水增粮行
动的健康发展。新亭村在总结分析存
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广泛征求村民
意见，积极引导，采取自愿方式，组
建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有效解决
以上存在的各类问题。



•一、从农民需要出发，组建互助合作社



•

2013年11月8日，新亭村成立
了北票市新旺节水玉米种植专业
合作社，主要负责新亭村河东大
洼节水灌溉的组织实施，合作社
采取社员加农户的管理模式，带
动周边农民600户发展节水增粮项
目。在社员管理上坚持入社自愿、
退社自由、地位平等、民主管理
的原则，采取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管理
机制，组成了合作社理事会，理
事长由村主任曲正荣担任。



合作社成立监事会，制定了
合作社章程、成员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井管员管理
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挑选
了积极性高、具有一定的技
术的100名农民为合作社核心
社员，按照地界和井控制区
域，划分5个合作组，并配备
组长1名，副组长2名，负责
玉米播种、施肥、地面滴灌
材料维护及田间管理，每个



组又根据井眼数，选定有责
任心、会管理、熟悉水电技
术的社员，单独成立了井管
员小组，在组长的领导下，
负责井、变压器、电路等设
施的维护管理和灌溉，实行
联帮互助。合作社严格按照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经
营模式，结合本村农业基础
优势和广大农户的种植积极
性，实行“六统一”的管理
方法。



即统一地块，统一施肥，统
一种子化肥，统一播种，统
一灌溉，统一收割。合作社
建示范基地面积4000亩，配
有电脑、光盘、图书等供村
民浏览科技信息，记录合作
社各类情况，按照工程进度
实施节水滴灌，提高社员和
村民的科技水平。



• 二、扎实搞好土地流转，破解众口难调的

• 分散经营难题



为了实现“六统一”，合
作社在土地流转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本着让利于民、自愿合
作的原则，对农户耕地面积较
小、外出打工无力经营或农户
不愿经营的耕地，以每亩1000
元的价格统一承包给合作社经
营管理，同类其他地块，每亩
地的承包费最多600元，由于
合作社承包价格较高，其他农
户也自愿把土地承包给合作社
进行统一管理，为合作社统一



管理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样农民既增加了承包
收益，流转出耕地的农
民也解放了生产力，通
过外出打工形式又额外
增加收入，实践证明，
土地流转是推广先进灌
溉技术，实现统一高效
管理的基础性先决条件。



• 三、年终产量与灌溉费用相挂钩，破解了

• 管理责任心不强问题



合作社在年初与井管
员签订合同时，双方明确
灌溉费用与年终产量相挂
钩，对不同的地块明确不
同产量，不同地块确定不
同费用，灌溉费用包括水
电费、井管员人工费、易
损件的维修费等费用，一
般易损件由井管员在收取
的灌溉费用中提取一部分
作为日常维护费用，同时



规定滴灌地块最低保证每亩玉
米产量1600斤，实行区间产量
的惩处办法，即每亩玉米产量
1800斤以上的，正常收费；产
量1600斤至1800斤的，每亩扣
井管员费用10元，因井管员人
为原因导致每亩产量1600斤以
下的，取消次年井管员资格，
不得收取任何管理费用，所扣
费用直接在灌溉费用中扣留，
产量在年末由监事会评定，如
四组17号井，井管员廖三，井
控面积210亩，在2014年，每亩



• 每次收取灌溉费用14元，包括
水电费6元、井管员人工费及维
修费8元，灌溉四次，每亩收取
灌溉费用56元，扣除维护等费
用，井管员收入近4500元，每
亩玉米产量均在2000斤以上，
没有扣留井管员费用。由于产
量和灌溉费用挂钩，井管员的
积极性和责任心大大增强，从
而达到了提高产量降低费用的
目的。



• 四、严格工程设施管理，细化责任，破解了

• 农村水利管理粗放及责任不清管理不细

• 的难题



合作社滴灌项目区现有机
电井24眼，变压器10台，地埋
管路21800米，出水栓652个，
地面辅管22360米，合作社对工
程全部实行信息化管理，在确
定井位的基础上，逐眼井标明
地下管路的线路图，注明出水
栓的位置，对每眼井的成井时
间，动水位、出水量、用电量、
控制面积等全部实行台账和信
息化管理。



对项目区内的工程，全部实行立牌
设岗定责，合作社以地块确定井位，
以井位划定控制面积，对工程设施
采取分头负责的方式，即井房内及
变压器等设施由井管员负责，地面
材料、播种机和收割机由合作社收
回管理，对能够再次利用的材料实
行分类存放，妥善保管，对不能利
用的统一按废旧处理，收益由合作
社统一安排使用，项目区内的24眼
井及设备，每眼井都有一名井管员
负责，按照机井和井灌面积确定责
任区，做到以区、以井为单位，责
任到人，全程负责。



• 合作社根据建档存有的工程设施
信息，实行定期核对，对属于正
常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换和处理，
对人为造成的损失，实行责任追
究制度，如河东组井管员赵树清，
在机械旋耕时，人为造成三个出
水栓头毁坏，不能使用，合作社
罚扣资金600元，赵树清自己修复
后退还了所扣资金，有效地保证
了工程设施设备的完好率，实现
了规模化经营的效益最大化目标。



• 五、通过效益对比分析，坚定了合作社健康

• 持续发展的决心



新亭村通过建立合作社，实行“六
个统一”的管理模式，给当地村民带来了
丰厚的效益。

一是促进了粮食增产，提高了粮食品
质。膜下滴灌玉米项目区采取密植品种，
每亩保苗可达到4000多株，比常规玉米多
1000株左右，产量明显提高，玉米成熟度、
成色、出米率都好于普通种植的玉米，新
亭村由于2014年实施了节水滴灌，虽遭受
严重的干旱，但每亩产量仍达到2150斤，
比常规种植平均增产700斤以上，粮食总
产量同比往年没有减少，价格也高于普通
方式种植的玉米，滴灌项目区秋后玉米收
购价格每斤1.02元，其他地块每斤0.97元，
每斤玉米多卖5分钱。



二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收入。
新亭村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后，劳动
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2014年外出
务工人员增加了100多人，预计劳动
收入可增加300多万元。

三是提高工程完好率。灌溉设施
和设备的日常维护由合作社统一实
施集中管理，责任到组、到人，实
行责任追究制度，形成了“坏了有
人管、丢了有人赔”的管护机制，
从根本上保障了工程正常运行并及
时发挥效用，在2014年11月上旬，
合作社已经对工程设施进行了全面
的检查，工程完好率达到100%。



四是提高了灌溉保证率。在
2014年遭遇特大干旱的情况下，项
目区设施利用率100%，实现了全程
滴灌，保证了作物用水需求，同比
没有滴灌的其他地块，由于灌溉用
水量大，灌溉周期长，部分地块在
干旱时期没有及时灌溉，造成减产。

五是增效增收效果明显。以
2014年为例，合作社实施滴灌的地
块同比大水漫灌的地块，亩均增产
700斤，节水140m3，节省水电费等
20元、人工费120元，每亩可增收
600元以上。



目前，合作社实施节水增粮面积
已达到4000亩，合作社在2014年又投
入资金近60万元，新建了占地面积
1520 m2的办公场所和滴灌材料存放库
房。今年，新亭村将继续以合作社为
龙头，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
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在巩固现有面
积4000亩的基础上，新增节水滴灌面
积1000亩，拉动周边村扩大面积5000
亩以上，充分发挥100多名社员的作
用，努力实现粮食订单农业，促进节
水增粮行动健康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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