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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村容整洁（2006）

◆2020-2035-2050：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

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WHAT 灌区

◼地理学意义上的灌区

◼工程学意义上的灌区

◼社会学意义上的灌区

灌区有明确的边界

有一套完整的灌排工程体系

所有者、管理者、使用者
宁夏引黄灌区

灌区的概念



2月4日，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

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由

新华社授权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文件提出，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乡村振兴战略



灌区续建配套改造的巨大成效



✓ 农村发生了什么？

✓ 正在发生着什么？

✓ 我们能做些什么？

农村发生了什么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关于幸福的梦想，总是相似的。

但乡村，却大不同。有两个乡村同时存在。

一个，存在于很多人的理想中，空气清新、人情温暖、梯田层层、水田

脉脉，春天体会万物复苏，秋天享受收获的喜悦与满足。

另一个乡村在现实中，贫乏而坚硬，是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的悲情之地。



农村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

◼土地结构的变化

◼种植结构的变化

◼农村资本的变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农村空心化

劳动力急剧下降—61/38/70部队

土地弃耕

➢财富（资金）向城市的输出——农村贫困

子代传承、弃农离乡

➢农村文化元素的丧失、流失

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乡村自治

诗书耕读——衣锦还乡

农村向城市流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大户）、公司（外来资本）

➢ 部分人口向乡村的转移——逆城镇化、两栖一族

➢ 资金、资本的流入

➢ 土地流转——集中（伴随着权属的新问题）

➢ 文化、知识、观念的输入

单向流动 -> 双向流动





土地结构的变化—以江苏为例

地 区

家庭承包经营
的耕地面积

家庭承包耕地
流转总面积 流转率

万亩 万亩

江苏省 5142.87 2885.87 0.56

南京市 240.84 194.11 0.81

无锡市 129.84 69.00 0.53

徐州市 743.44 351.75 0.47

常州市 156.63 106.81 0.68

苏州市 202.22 185.64 0.92

南通市 559.40 272.26 0.49

连云港市 395.38 178.82 0.45

淮安市 529.21 270.72 0.51

盐城市 816.49 439.03 0.54

扬州市 319.36 212.87 0.67

镇江市 153.74 95.59 0.62

泰州市 340.32 241.21 0.71

宿迁市 556.01 268.05 0.48



农民的能力建设-国家层面的战略

（1）提高自主管理意识和能力

（2）提高文化技术素质

◼提高识字水平
◼培训：民主意识，责任感
◼事例了解与学习
◼练习与实践

用国家补偿的形式加快实施农民培训

台 湾
《核心农民八万农建
大军培育辅导计划》



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结

构，由此所带来的农户的非均质性，削弱了农村集体行动（合作形

式）的合力，需要从理论上、制度设计上克服这一问题

农户的非均质性



◼富裕农民，转移农民

◼日韩、台湾地区农民人口5%

规模化经营

规模化、机械化



◼灌区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了解农村及土地政策

◼研究农业，农民及其需求

灌区的任务

灌区现代化

水土资源

互联网+

智慧灌区

生态环境

生态灌区

管理

…



灌区现代化是灌溉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提升（与单纯的
改造不同）的过程…

其目的是提高资源(劳动力、水、经济、环境资源）的利
用率并提高对农民的供水服务水平

灌区现代化概念

（高占义）



◼灌区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

◼灌区水土资源保护

◼灌排工程与装备

◼灌区良性运行与管理

灌区的任务



◼灌区灌排工程体系完善与升级

◼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具有区域特征的灌区节水策略与工程

◼生态灌区建设（水土资源高效利用与保护）

◼灌区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

◼灌区良性运行与管理

灌区现代化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规划就是生产力

◼管理就是生产力

◼人才就是生产力

管理就是生产力

灌区的管理对象已经和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



自由财 经济财 生命财

世界上的财可分为三类：

水和空气

水资源的经济学

水是一种特殊商品, 水市场是不完全市场



水的经济学属性（多变性、多样性）

·有害物、自由财、经济财、生命财

·生产财、消费财

·原料、产品

场
合
财

水是一种财，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具有广泛性质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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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整理

利用者 利用者

水管理形态

水利用形态横向关系

纵向关系

统制
自治
契约
信托

管理者

共同
協同
独自
独立

一元

多层

水管理形态与水利用形态理论



契约

共同

协同

独自

独立

水利用形态

（横向关系）

信托

自治

统制＋自治

契约＋自治

信托＋自治

自治＋自治

契约＋契约

…

统制

水管理形态

（纵向关系）

多层的水管理一元的水管理

水管理形态与水利用形态



（用水自由度＝需要对应性＋独立的引排水）

供水系统的评价指标

◆即时供水
◆依申请供水
◆定量分配

自由地适时适
量进行引排水

公平性 效率性

用水

自由度

需要

对应性



关于灌区生态保护



谢谢！

敬请各位专家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