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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归纳分析南方灌区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灌区现代化内涵，提出南方灌区现代化发展总体要

求。 围绕供水、配水、田间生态灌排水、信息化和体制建设等方面，给出了新的工程布局思路和想法，并对灌区现

代化建设推进措施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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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Southern Irrigation
distric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ization irrigation distri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of irrigation district in southern China. New ideas are presented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supply, water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in the field,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irrigation district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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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区 作 为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的 重 要

支撑和农业发展基础， 国家一直高度

重视其发展，2018 年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

出 “加 快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与 现 代 化 改

造”。 近 15 年围绕灌区现代化建设的

探讨有很多，多数侧重于信息化建设，
部分围绕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等。 灌区

作为一个社会综合体，直接服务于“三

农”，其现代化建设包括工程、信息、体

制等多方面， 其功能除了灌溉和工业

生活供水外，对水生态环境改善、生态

景观提升和宜居乡村建设的助力也至

关重要。 我国南北方自然地理条件差

异巨大， 所属灌区现代化建设内容和

工程布局难以按相同模式考虑， 故本

文旨在结合南方灌区特点和新形势下

“三农”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灌

区现代化建设内容设置和工程布局中

应该考虑的问题， 并结合我国国情和

灌区现代化发展的阶段要求， 对灌区

现代化建设推进措施提出建议。

一、南方灌区特点和发展

趋势

南方地区总体“水多地少”，降雨

丰富，自然水系发达，地形复杂。 相较

于北方灌区，南方灌区突出特点和发

展趋势如下：

①灌溉水源多元化。 由于降雨丰

富，自然水系发达，南方灌区灌溉输配

水系统多为长藤结瓜形式， 自然水系

和水库、 塘堰等成为灌溉水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形成分散水源供水特点。

②作物种植结构多样化。 南方地

形复杂， 耕地主要分为水田和旱地，
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原有灌溉系统

主 要 针 对 水 稻 灌 溉 需 求 进 行 工 程 布

局；旱 地 主 要 种 植 小 麦 、玉 米、花 生、
蔬菜和水果等。 随着南方经济快速发

展和农村劳动力日益短缺，南方土地

流 转 后 形 成 集 约 化 经 营 已 成 为 一 种

必然趋势，流转后的土地以种植效益

较高的经济作物为主，作物灌溉时空

需求发生了极大变化，既有灌溉系统

布 局 已 无 法 满 足 新 形 势 下 的 作 物 灌

溉需水时空要求。

③灌 溉 工 程 利 用 率 低 ， 维 护 困

难。 南方灌区降雨丰富，灌溉对于产

量的贡献率远低于北方灌区，在农民

极度依赖土地收入的年代，灌溉工程

利用程度相对较高，且容易组织农民

进行日常维护。 但随着外出务工人员

增多， 灌溉工程利用率急剧降低，年

久失修问题日益严重，面对最后一公

里 问 题 时 依 旧 采 用 传 统 的 渠 道 整 治

和衬砌是否合理，值得斟酌。 因此在

进行灌区现代化建设时，为确保工程

能长久发挥效益，省工易维护等必须

作为重点因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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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灌区排水问题面临更大挑战。
南方降雨丰富， 农田排水问题突出，
一 方 面 雨 季 农 田 中 过 多 的 水 分 若 不

能 及 时 排 出 则 严 重 影 响 田 间 劳 作 和

作物生长， 另一方面农业灌溉施肥、
施药后，土壤中的肥和药极易随农田

排水运移进而影响到河流、湖泊和海

洋的生态环境，因此南方灌区现代化

建 设 时 必 须 重 视 节 水 控 排 减 污 等 生

态灌排系统的建设。

二、南方灌区现代化建设

发展总体要求

正 如 茆 智 院 士 在 都 江 堰 建 堰

2260 周年 学 术 论 坛 上 所 讲，“灌 区 现

代化发展方向是现代化节水型生态灌

区， 灌区现代化是一个有起点无终点

的过程，是与体制、制度改革相结合，
在技术、管理上提升灌溉系统的过程，
其目标是对劳动力资源、水资源、经济

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利用以及改进对农

民的配水服务”。 因此，南方灌区现代

化建设总体要求可概括为“供水可靠，
配水灵活，用水高效，管理智能，运维

专业，生态良好”，既考虑为现代农业

灌溉服务的基本功能， 也兼顾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外延功能， 并结合

当前南方灌区发展趋势和民情特点，
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从工程、信息和管

理融合出发， 围绕水源供水、 过程配

水、 田间生态高效灌排水和科学管水

等 4 个环节进行建设规划， 构建起安

全可靠的灌区供水体系、 灵活精准的

灌溉配水体系、 生态高效的灌排工程

体系、智能可靠的灌区自动监控体系、
科学完备的水管理保障体系， 大大提

升灌区的现代化服务水平。

三、南方灌区现代化建设

内容和布局新思考

从 灌 区 现 代 化 的 内 涵 和 建 设 总

体要求可知，灌区现代化不仅仅是信

息 化，其 建 设 应 包 括 工 程 提 升 、信 息

技术应用和管理体制完善等多方面。
基于南方灌区特点，重点探讨其灌区

现 代 化 建 设 工 程 布 局 和 建 设 内 容 方

面的一些想法。

①灌区供水方面，基于连通工程

形成供水面源。 根据南方灌区分散水

源供水特点，工程布局时考虑通过串

并连工程将灌区内自然水系、人工水

系、水 库、塘 堰、蓄 水 池、泵 站 等 进 行

连通， 形成全域范围内的供水面源，
确保每个村都有灌溉供水水源。

②灌区配水方面， 以村为界建微

型灌区，配水龙头到田间。以村为管理

单元，基于“一村一微型灌区”的原则，
每 个 村 建 成 一 个 相 对 独 立 的 微 型 灌

区，在每个微型灌区内，以供水面源为

首，结合每个村社会经济、地形、作物

种植布局、 灌溉配套工程现状和未来

产业发展趋势， 规划布局管网或渠管

结合配水系统，实现给水栓到地头，大

大提高农业灌溉用水的便捷程度；在

灌溉系统首部配备相应量控设施，作

为灌溉用水计量计收水费依据。 在工

程建设的分步推进中可逐村进行，工

程建好后在后续灌溉运行管理、 工程

运维， 以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等

方面都可以每个微型灌区作为独立管

理单元， 利用行政管理团队来进行灌

溉工程相关业务的协管， 从而使得灌

溉系统的建设和运维管理易组织。
③田间生态灌排水方面，节灌控

排减污重生态。 密切结合南方灌区目

前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后灌溉需求和田

间控排减污及生态景观提升要求，布

局 田 间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和 生 态 排 水 工

程。对于田间种植果树、蔬菜或花卉等

高经作物的田块， 选择适宜的高效节

水灌溉及水肥一体化技术进行建设；
对于稻田等粮食作物， 则配水栓到地

头，田间灌溉方式可由农户自由选择。
对于规模化经营的园区， 可先行示范

推广智慧化灌溉控制系统， 以期在让

农民真正受益于新技术省工增产增收

好处的同时，通过示范带动作用，逐步

实现农业灌溉现代化； 对于水田灌溉

区， 需结合现有排水系统和自然水系

分布情况， 从生态健康发展和景观提

升的角度，布局田间生态排水工程，减

少农田面源污染， 改善项目区内人居

环境，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④灌区信息化方面，关键节点布

置监控，运行管理智能化。 从水源到

田间全过程的各个环节， 在关键的控

制、配水和管理节点，示范区等关键位

置布置自动量测和监控设施， 基于灌

区信息化管理平台， 实现数据的自动

采集、方案的智慧决策和智能控制，最

终实现灌区运行管理智能化。

⑤灌区管理体制方面， 与时俱进

建机制， 着重探讨农业与灌溉管理一

体化托管模式。 根据灌区社会经济发

展趋势，劳动力资源、水资源供需发展

变化以及国家在水利发展改革方面的

政策导向，与时俱进创新工程投融资、
工程建设管理、工程运行管护、水费计

量监控、水权控制分配、信息化管理体

系建设等机制体制，实现灌区 建 设 投

资 多 元、水 费 计 收 精 准 、设 备运行高

效、工程管护专业。针对不同经营主体

的特点，比如合作社、大户、公司企业

等， 分别制定政府管理部门与经营主

体之间的合作运维制度。 鉴于灌溉只

是作物产出农产品整个过程中的一个

环节，与播种、施肥施药及农艺措施等

农业管理环节密切相关， 不同地区针

对当地特点， 示范探讨将农业与灌溉

管理相整合的一体化托管模式， 让托

管企业参与农作物产出农产品进入市

场的全过程，以期获得盈利点。

四、灌区现代化建设推进

措施建议

灌区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与社会经

济 发 展 和 灌 区 用 水 需 求 变 化 相 适 应

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能否进入现代化

建设阶段与灌区水利工程基本现状、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田经营主

体发展现状、农业种植结构变化等密

切相关，不可一哄而上。 具体推进措

施建议如下：

①加强宣贯培训，因地制宜分区制

定建设导则。全国各地（下转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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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部 门 需 要 加 强 对

灌区现代化内涵及建设必要性等方面

的宣传培训，引起全民知晓重视；全国

各灌区自然条件差异极大， 需要分地

域制定相关建设指导意见。

②开 展 典 型 试 点 ， 分 批 逐 步 推

进。 各地区可对条件成熟灌区秉持建

一处成一处的原则逐步推进， 尽量避

免搞平均“撒胡椒面”的做法。

③重视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 灌

区 现 代 化 建 设 是 一 项 系 统 的 综 合 性

项目，必须从灌区功能和现代化发展

目标出发，对灌区现代化建设内容进

行整体布局， 提出分期实施计划，确

保 现 代 化 建 设 项 目 在 整 体 布 局 下 分

阶段有序推进。

④集 中 投 资 ， 加 强 试 点 灌 区 建

设。 对于所选典型灌区，侧重投资，确

保 灌 区 现 代 化 建 设 工 程 能 根 据 规 划

所提的投资计划向前推进，避免规划

完成后就不了了之，力争建成示范效

应显著的精品工程，为后续大面积推

进提供建设管理和运行管护经验。

⑤创新运维管理体制与机制，加

强建后管护培训。相比传统灌区管理，
灌区现代化运行管理技术要求较高，
为 使 灌 区 现 代 化 工 程 能 持 续 发 挥 作

用，各灌区必须在工程建设完成前，结

合灌区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宜的运维管

理方式， 同时灌区尽量能配备信息化

和自动控制方面的专业人员， 对信息

化管理工作实行专人专管。

五、结 语

我国地域广阔，各灌区自然地理

条件和用水需求差异较大，各区域灌

区发展策略需要结合当地客观条件，
因地制宜制定。 南方灌区由于降雨丰

富、地形复杂、作物用水时空差异大、
农田控排减污任务艰巨等特点，其灌

区 现 代 化 建 设 规 划 布 局 时 必 须 综 合

考 虑 工 程、信 息、体 制 和 生 态 环 境 等

多方面因素，针对南方灌区特点和实

际发展需求， 融入新的建设思路，按

照整体规划设计、分阶段实施的策略

稳步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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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改造、应用部署与测试等环节。

5.系统测试及割接

云平台和传统环境是有差异的，
系 统 上 线 前， 务 必 在 云 环 境 上 进 行

充 分 的 功 能 验 证 和 性 能 测 试 。 测 试

完成 后，实 施 系 统 割 接 ，完 成 资 源 准

备、数 据 库 迁 移、应 用 程 序 迁 移 和 业

务 割 接 等 工 作 ， 确 保 迁 移 上 云 后 的

应 用 系 统 可 以 稳 定 、 高 效 地 在 云 平

台上运行。

6.系统交付

先后实施数据维护与管理系统、
水利应用服务平台、 山洪预警系统、
水资源管理系统、农村饮水工程供水

管理信息系统、 水情综合业务系统、
水 利 项 目 资 金 收 支 结 转 报 表 应 用 系

统等 12 个应用系统的改造并迁入自

治区政务云平台，按照自治区信息化

建设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并对现有水

利数据中心网络进行安全防护加固，
保 证 现 有 水 利 数 据 中 心 与 公 共 云 平

台之间互联互通、安全可靠。

四、结 论

依 托 自 治 区 政 务 云 中 心 和 电 子

政务外网建设，宁夏水利系统告别了

自 建 服 务 器 的 时 代 。 借 力 “宽 带 宁

夏”， 水利基层单位基本完成了互联

网盲区消除工作，实现了数据由分散

存储向集中管理、运行环境由专网向

外网、应用系统由单独运行向统一平

台部署的“三大转变”，宁夏水利信息

化迈入了云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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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宁夏水利应用系统云端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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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 务 器实 例：Web 服务 器

云数 据 库 / 分 布 式云 数 据库

文件 存 储服 务

缓存 服 务
数据 仓 库 / 大 数 据分 析

报表、任 务调 度 器云数 据 库只 读 节点

QUERY OLTP OLAP

（上接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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