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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谋划、再创辉煌 

内蒙古河套灌区建设成就 

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 

 

内蒙古河套灌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巴彦淖尔市境

内，灌区地处黄河河套平原，北抵阴山山脉，南至黄河，东

与包头市为邻，西至乌兰布和沙漠。河套灌区是我国三个特

大型灌区之一，也是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区，并成功入选

2019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灌区横跨巴彦淖尔市的 7个旗

县区，东西长 200 余公里，南北宽 40～60 公里，灌区总土

地面积 1679 万亩，年引黄水量 50亿立方米左右，灌溉面积

近 1000 万亩，素有“天下黄河、唯富一套”之美誉，是国

家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和绿色食品原料基地。 

一、灌区基本情况 

（一）灌区社会经济与农业生产状况 

河套灌区是巴彦淖尔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共涉

及 9 个旗县区，其中巴彦淖尔市全部的 7 个旗县区，还包括

鄂尔多斯市的 1个乡，阿拉善盟的 1 个农场。灌区内现有总

人口 168.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77.2 万人。河套灌区是

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是巴彦淖尔市

农业经济的支柱，农业生产以农作物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中

以粮食为主，经济作物占有重要地位。2018 年全灌区粮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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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51 亿斤，灌区的农业总产值占全市 90%以上。河套灌区的

灌溉农业是巴彦淖尔市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随着农业

的发展，交通、电力、机械、食品加工等行业得到相应发展。

包兰铁路、京～藏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公路及 110 国道横

贯河套平原，市内公路遍及城乡，四通八达，形成了以临河

区为中心向各旗县和乡镇辐射的交通网络。临河区是巴彦淖

尔市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灌区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河套灌区的水资源主要是过境的黄河水，年均过境径流量

约 296.9 亿 m
3
。灌区从 1961 年在黄河上建成三盛公拦河闸

和总干渠引水枢纽工程以后，相继建成了总干渠、干渠、分

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等七级输配水灌溉系统和相

应的七级排水系统。 

河套灌区的地下水主要依靠引黄水的灌溉入渗补给。现

状条件下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量为 19.8亿 m
3
。 

根据河套灌区管理总局 2010 年面积核查结果：引黄控

制面积 1679.31 万亩，其中乌梁素海水域面积 44.4 万亩，

总排干占地 5.5万亩，灌溉面积 900 多万亩，盐碱地 480 万

亩。 

（三）灌区水文气候条件 

河套灌区处于荒漠干旱地区，冬季严寒少雪，夏季高温

干旱，降雨量小，蒸发量大，年均降雨 130多毫米，年均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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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2300 多毫米，典型的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没有灌溉就

没有生存环境的地区。 

（四）灌区工程现状 

河套灌区引黄灌溉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始于秦汉、唐

兴清盛。新中国成立后，河套水利事业快速发展，先后历经

“引水、排水、灌排配套和节水”四个主要建设阶段。从 1998

年开始，灌区进入了以节水为中心的第四个建设阶段，实施

了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为主的一批节水改造工程。目

前，灌区已建成灌排配套的七级工程体系，渠沟道共计 10.36

万条、全长 6.5万公里，拥有各类工程建筑物 18.35 万座。 

（五）灌区工程管理 

灌区灌排工程分为国管和群管两部分，国管系统分总局、

管理局、管理所、管理段四级调度，群管系统由旗县区水利

局、乡镇水管站和群众管水组织管理。   

二、灌区工程建设情况 

（一）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情况 

1、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规划情况 

2000年水利部批准了《内蒙古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规划报告》，骨干工程总投资 43.42亿元。 

2、工程建设完成情况 

截至 2019年底，全部完成投资计划。 

（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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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巴彦淖尔市水利部门实施的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有：“四个千万亩”节水灌溉、小型农田重点县项目、

规模化节水、节水增效、牧区饲草地、牧区节水等项目，改

造节水灌溉面积 151万亩，总投资 13.75亿元。2014年～2017

年，灌区实施了盟市间水权转让工程(田间工程)，改造节水

灌溉面积 78 万亩，总投资 4.63亿元（全部为企业投资）。 

巴彦淖尔市高效节水项目从 2010年— 2018 年，共实施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78万亩，按照巴彦淖尔市“十三五”水

利发展总体规划及高效节水灌溉总体布局规划及设想,到

2020年末全市将累计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00万亩。 

（三）灌区信息化建设 

近年来，按照大水利的发展思想，河套灌区信息化工程

在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信息化建设工程”十几

年的建设成果为主体，逐步整合水资源信息化、跨盟市水权

转让试点项目信息化等其它工程建设内容，形成统一的信息

化平台。一是基础建设部分：覆盖全灌区的通讯与计算机网

络建设。总干渠、干渠水资源采集、分干渠水情信息采集系

统建设。扬水站机电设备、排水水质、墒情等信息采集系统

的建设；二是业务应用系统部分：灌溉水量调度、排水管理

应用、水利工程管理、水环境监测与管理、墒情监测应用、

水费计收等应用系统的开发建设、扩展升级、推广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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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综合决策支持部分：会商决策支持系统、电子政务综合

应用业务系统的开发建设工作。 

（四）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自治区方案的要求，一是全灌区设立了市、旗县区、

苏木乡镇、村级四级河长管理体系，6 项制度全部出台。二

是全市湖泊名录已核定编制完成，全市将原各湖泊海子河长

全部按照要求调整为各级湖长，82 个湖泊全部设立湖长。 

三、灌区 70 年建设成就及效益 

（一）灌区工程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河套灌区土质深厚肥沃，引黄灌溉便利，具有发展灌溉

农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自古以来，就有“黄河百害、唯

富一套”和“北国粮仓”等美誉。60 年代初建成三盛公水利

枢纽，开挖总干渠实现一首制灌溉。1975年开挖总排干。80

年代后期，引进世行贷款，进行了以排水为中心的灌区配套

工程建设。2000 年开展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累计投资 43.42 亿元（其中国家投资 30.2亿元），工程

节水效益明显。与此同时，河套灌区先后实施了投资 18.16

亿元的内蒙古黄河干流水权盟市间转让项目和投资 15.5 亿

元、全长 277.191 公里黄河堤防公路综合建设工程等，进一

步提升河套灌区水利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经过几代水利人与河套人民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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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内蒙古河套灌区掀起了“引水建设、

排水畅通、世行配套、节水改造”四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

潮，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

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三大历史跨越。引黄水量由

1997 年的 52 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 47 亿立方米左右,实

现年节水量已达 5 亿立方米左右；渠系水利用系数已由 0.42

提高到 0.48；灌区骨干工程完好率原来的 54%提高到 75%。

建成拥有总干、干、分干、支、斗、农、毛等七级灌排渠道

（沟）道 10.36万条、6.5 万公里，各类建筑物 18.35 万座，

以乌梁素海作为排水承泄区庞大的灌排体系，形成灌溉有保

障、排水有出路比较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 

（二）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中科学技术的推广

应用 

河套灌区在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中，紧紧依靠科学

试验，以水利科技创新为支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

中央及水利部新时期的治水思路，积极探索新理论、新方法，

创造性地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坚持自主研发创新

与引进、消化、吸收、推广相结合的原则，近几年灌区承担

完成科研项目 26 项，有 5 项获得自治区及盟市级科技进步

奖，这些科学研究为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提供

了决策支持和技术保障。 

1、节水示范区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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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灌区全面实施节水工程提供经验及技术支持，节水

改造工程开始头两年，我灌区在中、东、西部建成了三个不

同类型的节水示范区。一是试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衬砌模式

和防冻胀技术及新型材料在渠道上应用；二是开展了北方地

区各种地面灌溉技术的试验研究；三是试验各种量水到田间

的新技术，以及群管工程体制改革研究。 

2、工程技术的研究应用 

从 1999 年开始，灌区结合正在进行的节水改造工程建

设，开展了渠道衬砌断面形式、防冻胀形式、防渗形式、防

冲形式等的科学研究试验，确定了目前灌区节水衬砌的结构

形式。开展了渠道衬砌断面结构形式、砌渠道、保温防冻、

防渗、防冲护坡材料的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及应用，取得了初

步成果。尤其是试验和推广应用了砼膜袋应用、垂直埋塑防

渗和连锁板块护坡等工程措施，通过最近几年运行，效果很

好，具有护坡整体性强、稳定性好、施工速度快、效率高、

可在水中作业、维修费用小等方面优点，大幅度的节约了工

程维修管理费用。 

（三）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多年来，巴彦淖尔市一直以农业立市。河套灌区在引黄

水量日趋减少的形势下，通过实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建设、深化改革和加强管理等综合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并已成为国家和自治区重要的粮、油、糖、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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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瓜果生产基地和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基地。灌溉面积由解

放初期不足 300万亩发展到 10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由 1998

年的 15 亿公斤提高到 2018 年的 51 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

入由 1998年的 2268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7221元。 

（四）提高管理水平，创新制度建设 

灌区进一步细化完善各项措施，全面推行“总量控制、

定额管理、量水而行、以水定播”的灌溉管理制度，在农业

灌溉、生态补水、测流量水、用水户参与管理等方面取得突

出成效。河套灌区在全国率先试点推行“管养分开”的国管

工程体制改革，制定一系列提升推进管养分开改革的相关制

度，对工程管护实现量化管理和考核，使岁修养护经费发挥

显著投资效益，从体制上扭转“重建轻管”的局面。 

（五）科技引领灌区向现代化迈进 

70 年风雨历程，内蒙古河套灌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从

一个步履蹒跚的孩童成长为身姿矫健的青年，在农业灌溉、

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业务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与此

同时，也在向着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和现代化灌区发展。

利用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水权转让工程实施为契机，建设

了覆盖 14 个二级单位及 65 个灌排管理所站、156 个基层管

理段的信息化网络。先后建立“内蒙古黄河流域水利信息化

中心、跨盟市水权转让监测系统数据中心、河套灌区水量调

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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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快建设总干渠文化旅游 

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处于河套灌区输水大动脉总干渠

46 公里至 64 公里处，景区以总干渠为中央水轴，两岸为园

林绿化区。目前，总干渠两岸全长 180公里的渠道上完成绿

化近 150 公里，各类林木存活量已达 1.5万亩，1200 多万株。

项目的实施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七）顺利申报成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河套灌区引黄灌溉始于秦汉，历经北魏、隋、唐大规模

开发，至清末有大小渠道 40 多条，沿用至今的 13条大干渠

在此形成，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2019 年 9 月 4 日，河套

灌区成功入选 2019 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八）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取得的成效 

1、水务体制和水管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 

对全市范围内的涉水事务实行 “六统一”管理，为推

进城乡水务一体化提供了体制保证。理顺了经费来源渠道，

落实了“两费”。为全市工业供水、城镇供水、城市水景观

建设和生态供水提供服务。 

2、群管体制改革成效 

（1）进一步明确了管用双方责任。（2）规范了用水管

理。（3）加强了田间用水管理，增强节水意识。（4）实现了

供水收费一体化管理。（5）降低了农民水费支出，化解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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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矛盾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 

通过群管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群管工程维护和协会

的运行经费问题，使用水户协会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基层

管水用水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主要力量。终端水价的实施

不仅解决了群管组织正常运转的经费来源，而且也为群管末

级渠系水利工程有人建、有人用、有人管提供了资金保证。 

（九）水费计收改革的成效 

一是组建和发展农民用水协会等改革，减少了供水收费

环节，实现了水费的及时足额回收和农民节水减负的目的。

二是通过改革水费核定办法和农业供水价格机制，灌户负担

水费更加公平，水费回收更有保障。三是通过水管单位内部

实现了水费的民主透明。四是进一步提升了供水收费的服务

水平。 

（十）积极推进乌梁素海综合治理。近几年乌梁素海综

合治理工程投资近 40 亿元。加强在线监管，推进工业园区

和企业废水循环利用， 全面控制点源污染。深入开展“控

肥、控药、控水、控膜”行动，控制面源污染。我市通过对

乌梁素海持续生态补水等多措共举，湖区整体水质已由原来

的地表水劣Ⅴ类转变为整体Ⅴ类。 

四、下一步发展工作计划： 

（一）2019～2020 年项目：我局申报的《黄河内蒙古河

套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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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通过自治区水利厅审查，并上报水利部。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排水沟道清淤整治 1631.7 km，塌坡治理

377.6 km，渠道衬砌 88.7 km，建筑物更新改造 1290 座，总

投资 21.86亿元。 

（二）2020 年后项目：启动现代化灌区建设试点工作。 

为积极响应国家灌区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我局于 2018

年 9 月提前启动河套灌区现代化改造规划的编制工作，争取

现代化灌区建设试点项目立项。目前初步规划已基本完成，

规划总投资 212亿元 

70 年峥嵘岁月、70 年光辉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内蒙古河套灌区将全面支撑为巴彦淖尔实现“塞上江南、绿

色崛起”的战略目标，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