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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淠史杭灌区建设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 围绕“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探讨淠史杭灌区现代化建设的工作思路和想法。 按照水利

部“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要求，瞄准短板、统筹治水、智能控水、智慧管水、科学护水，建设“节水、
生态、智慧、共享、魅力”的现代化淠史杭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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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out new ways to modernize Pishihang Irrigation District//Qu Dajie, Lei Bo, Tu Dongsheng, Du Lijuan
Abstract：Along with adjustment of national and local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ishihang
Irrigation District has confronted with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of prioritizing water saving, accomplishing spatial equilibrium, implementing systematic governance,
achieving government-market synergy, new idea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Pishihang irrigation district are worked out. It
is planned to transform the Pishihang into a modern irrigation district that has the characters of water efficient,
ecological-friendly and intelligent-based, by means of coordinated water governance, digitalized water regulation and
smart management, conserving water in a scientific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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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淠史杭灌区概况

淠 史 杭 灌 区 位 于 安 徽 省 中 西 部

和河南省东南部，是淠河、史河、杭埠

河等 3 个毗邻灌区的总称，灌区以上

游六大水库为主水源， 由三大渠首、

2.5 万 km 七 级 固 定 渠 道 、1 200 多 座

中小型水库和 20 多 万 座 塘 坝及7 万

多座渠道建筑物组成蓄、引、提相结合

的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服务范围涉

及皖豫 2 个省 4 个市 17 个县（区），跨

淮 河、长 江 两 大 流 域，设 计 灌 溉 面 积

1 198 万 亩 （1 亩=1/15 hm2，下 同 ），有

效灌溉面积 1 060 万亩。
淠史杭灌区从开工兴建至今，一

共 经 历 了 三 次 较 为 全 面 的 建 设 和 改

造工作。 1958 年 8 月 19 日横排头枢

纽工程开工，标志着淠史杭灌区工程

拉 开 建 设 序 幕。 在 国 民 经 济 极 其 困

难、 技术条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江

淮儿女克服重重困难， 历时 14 年建

成了淠史杭工程。 其后，面对续建投

入 不 足 的 困 难， 淠史 杭 灌 区 于 1986
年 在 全 国 大 型 灌 区 中 第 一 个 引 进 世

界银行贷款进行续建改造。 1996 年开

始 开 展 了 持 续 至 今 的 大 型 灌 区 续 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工作。 经 过 60 多 年

的 持 续 建 设 和 运 行 维 护 ， 淠 史 杭 灌

区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兴 建

的全国最大灌区之一， 发挥着灌溉、
防洪、城市供水、农村饮水安全、水利

发 电 、旅 游 、生 态 保 护 等 综 合 功 能 ，
有 效 保 障 了 灌 区 内 1 400 万 人 口 生

活用水、1 100 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
为 14 107 km2 江淮大地构筑起生态屏

障，成 为 皖 西、皖 中 和 豫 东 南 地 区 经

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水利基础支撑。

二、新时代灌区发展建设

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 会 主 要 矛 盾 转 化 为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和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新 征 程 的

宏伟目标”。 在此背景下，淠史杭灌区

的建设、管理和运行维护面临着新的

形势与挑战。

1.灌区功能定位转变导致需水

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修 建 淠 史 杭 灌 区 的 初 衷 是 解 决

江淮分水岭地区旱涝频繁、十年九灾

的问题，实现灌区一千多万亩耕地灌

溉 及 时、排 涝 畅 通，并 兼 顾 航 运 与 发

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灌区功能

逐渐向防洪、灌溉、城市供水、水力发

电、旅游等综合利用功能转变。
灌区横跨长江和淮河流域，地处

我 国 长 江 经 济 带 和 淮 河 经 济 带 两 大

国 家 战 略 发 展 区 域 。 步 入 新 时 代 以

来，随着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 开 启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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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征程，无论是从国家对灌区的主

体 功 能 区 划 还 是 区 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战略定位来看，都对灌区提出了新的

要求。 从全国和安徽省主体功能区划

来看，空间上形成了以合肥都市圈为

中 心 的 国 家 重 点 开 发 区 和 以 长 江 平

原区、江淮丘陵区为两翼的国家农产

品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格局。 以合肥为

中心的合肥城市圈，近年来积极融入

长江经济带，目标定位为长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副中心， 预测到 2035 年合

肥城市人口将达到 1 000 万～1 200 万

人；与合肥毗邻的六安中心城区人口

也将超过 200 万。 保障城镇生活用水

和生产用水，实现各区县经济社会发

展 目 标， 对 淠 史 杭 灌 区 提 出 了 新 要

求。 由此可见，灌区需水结构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 此外，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未来淠史

杭灌区保障生态流量提出更高要求。
随 着 社 会 发 展 理 念 的 转 变 和 地 区 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淠史杭灌区功能定

位 已 逐 步 由 之 前 的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优

先向优先保证生活供水的基础上，工

农业生产和生态用水安全并重转变。
从需水形势来看，以合肥都市圈为核

心的重点开发区将以城镇生活、工业

生产和生态保障需水为主；江淮丘陵

区 和 长 江 平 原 区 作 为 国 家 粮 食 主 产

区，未来需水态势以优先保障农业灌

溉用水和生态用水为主。

2.区域性引调水工程对灌区供

水产生影响
近 年 来 ，淮 河 流 域 、安 徽 省 和 合

肥市为了解决区域用水矛盾，相 继 规

划 实 施 了 一 批 重 大 引 调 水 工 程 ，如

引 江 济 淮 工 程、 江 水 西 调 工 程 和 龙

河口水库引水工程等。这些工程的修

建对缓解灌区供水压力，解决沿线城

乡生活用水、工业供水和农业灌溉补

水以及生态补水十分必要，与灌区配

水、 当地自产水形成了有益补充，与

之 对 应 也 会 给 整 个 灌 区 水 资 源 配 置

和 调 度 带 来 新 的 挑 战 和 影 响 。 由 于

淠 史 杭 灌 区 的 水 来 自 大 别 山 ， 水 质

好 、水 量 稳 定 、执 行 水 价 偏 低 ，引 调

水 工 程 沿 线 地 区 希 望 用 外 引 水 置 换

原 本 用 于 灌 溉 的 淠 史 杭 水 ， 以 便 让

水 质 更 好 的 灌 区 水 满 足 城 镇 生 活 需

水要求。

3.灌区续建配套成效显著，但

短板依然明显
近年来，淠史杭灌区水利工程更

新改造成效显著，用水计量和信息化

改造发展较快， 但由于灌区面积大、
工程众多、投资不足，短板依然明显。
首先，虽然灌区骨干工程通过续建配

套后病险情况得到好转，关键性卡脖

子 问 题 工 程 得 到 解 决 ， 但 从 总 体 来

看，灌 区 工 程 老 损 依 然 严 重 ，灌 排 水

体 系 特 别 是 支 渠 及 以 下 田 间 工 程 不

完善，浪费水严重导致灌区节约用水

缺少调控手段，造成尾部灌区用水困

难。 其次，灌区用水计量设施不足，站

点布设不均匀，影响灌区用水精准计

量 和 综 合 调 配目 标 实 现。 截 至 2018
年，灌区仅建设雨量站 13 个、水位站

34 处、闸门自控 8 处、水 质 在 线 监 测

2 处，灌区大部分区域没有设立站点。
第三，信息化方面虽然初步搭建了总

局直管工程的信息化总图框架，但由

于前期属于试点性质，经费来源渠道

零 散，缺 乏 顶 层 设 计，导 致 现 有 资 源

难以有效整合，数据资源共享和业务

应用协同等方面存在不足和问题。 已

建系统的传统模式无法满足大数据、
云 平 台、多 终 端 信 息 互 联 共 享 、一 张

图管理等新的要求，与实现智能化工

程 运 维 管 护、灌 溉 决 策、防 汛 排 涝 调

度、水 质 监 控 预 警 、水 价 核 算 收 费 等

实际业务需求尚有较大差距。

4.灌区生态屏障功能作用显著，

但面临生态环境压力较大
从生态功能区划来看，灌区涉及

4 个自然 生 态 区、6 个 生态 亚 区 和 11
个生态功能区, 其中大别山水源涵养

生 态 区 和 淮 河 中 游 湿 地 洪 水 调 蓄 区

属于国家级重要生态功能区，是江淮

大地重要的生态屏障，对保障区域生

态 环 境、水 源 涵 养、水 土 保 持 和 区 域

防洪排涝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近年

来，随 着 各 区 县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灌 区

主要渠系面临巨大生态压力，岸线侵

占、违章建筑、违章耕种、违规养殖等

现象依然存在，渠系岸线管理亟待加

强；灌 区 内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入 河 排 污

口整治和监管等方面仍存在隐患，水

污染防治压力依然很大；渠道湖库沿

线（岸）林 木 绿 化 率 较 低，结 构 简 单，
质量不高。

5.灌区管理体制持续改革，但

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
由于地跨多个行政区，加上历史

原 因，灌 区 当 前 实 行“统 一 管 理 与 分

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格局。 淠史杭

灌 区 管 理 总 局 属 于 安 徽 省 水 利 厅 直

管事业单位，主要负责管理渠首枢纽

工程和跨地市的总干渠、 干渠工程，
统一行使六大水库的灌溉调度权，负

责 灌 区 的 规 划 建 设 以 及 整 个 灌 区 的

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等。 灌区其他干

渠以下骨干工程由所在市、县（区）设

专管机构管理，支渠以下田间工程由

乡村群管组织管理。 现行管理体制的

基 本 特 点 是 总 局 与 各 区 县 管 理 机 构

之间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只有业务

指导关系。 在之前灌区功能以农业灌

溉为主的背景下，这一体制基本能满

足灌区管理需要。 近年来，随着灌区

内 各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导 致 的 需 水 形

势 变 化、 国 家 机 构 改 革 深 入 推 进 等

多种原因，现行管理体制和机制面临

着 不 少 挑 战，集 中 表 现 在 4 个 方 面：

①在目前管理体制下，总局与区县管

理机构属于业务指导关系，没有垂直

管 理 权 限，导 致 跨 地 市、跨 区 县 干 渠

上 下 游 之 间、 分 灌 区 之 间 的 统 一 管

理、协 调 与 衔 接 存 在 一 定 难 度 ；②现

有 灌 区 分 水 方 案 主 要 基 于 历 史 灌 溉

面积， 水费按农业水价标准收取，部

分 地 区 以 农 业 水 权 的 名 义 获 得 水 量

用作城镇生活和工业生产，不利于节

约用水和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现代水

权分配机制亟待建立；③灌区绝大多

数 管 理 机 构 还 是 沿 用 传 统 的 管 理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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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亟待引入智慧化管理手段和管理

技 术，提 高 现 代 化 管 理 能 力 ；④随 着

机构改革的深入，事业单位将依据职

能定位进行改革，下一步如何改革是

当 前 灌 区 各 级 管 理 机 构 面 临 的 最 迫

切问题。

三、灌区现代化改造的总

体思路和布局思考

新 时 代 水 利 工 作 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

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综

合 治 理， 全 面 开 启 水 利 现 代 化 新 征

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强有力

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淠史杭灌区作为

地跨 长 江、淮 河 两 大 流 域，覆 盖 安 徽

和河南两省的特大型灌区，是地方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的水利基础支撑。 时值全面

开启水利现代化征程之机，淠史杭灌

区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新理念，提出了

“节水、生 态、智 慧、共 享、魅 力”的 现

代化改造宏伟目标， 计划到 2035 年

基本建成现代化灌区。
淠史杭灌区的现代化改造之路，

不是简单的水利工程提档升级，也不

是单纯的信息化改造，而是要抓住历

史 机 遇 ，以 “十 六 字 治 水 思 路 ”为 引

领，围绕服务地方农业现代化发展和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适应灌区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产 业 布 局 整 体 规 划 以

及现代环境下水资源情势变化，按照

水 利 部“水 利 工 程 补 短 板 、水 利 行 业

强 监 管 ”的 要 求 ，瞄 准 短 板 、统 筹 治

水、智 能 控 水、智 慧 管 水、科 学 护 水，
实 现“节 水、生 态、智 慧、共 享、魅 力”
的现代化灌区建设目标。

1.节水优先，实现立体节水
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为契机，全

方位推动节水灌区建设。 一是结构节

水。 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是节水的第一

驱动力，在灌区灌溉面积稳中缓增的

趋势下，要保证满足未来生活和工业

需水较大幅度增加，首要前提是紧密

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支撑地

方产业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灌区供需

水结构。 通过调减部分水田面积，改

种耗水更少的作物，引导种植经济价

值 更 高 的 单 季 作 物 替 代 两 季 作 物 等

措施减少农田灌溉取水量。 二是工程

节水。 目前灌区渠道整治工作良莠不

齐，需要系统规划、系统治理，综合提

高渠道的防渗能力和过流能力，大幅

度提高灌区的灌溉水利用系数。 三是

田间节水。 推广喷灌、滴灌和管道灌

溉等田间节水设施，因地制宜采用农

艺节水措施。 四是管理节水。 在配套

灌 区 量 测 控 设 施 和 智 能 化 管 理 平 台

的基础上，严格落实灌区用水红线制

度，全 面 落 实“总 量 控 制、定 额 管 理”
制度， 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引 导 用 水 户 采 用 各 类 节 水 措 施 实 现

自觉节水。

2.空间均衡，实现智慧与共享
现 代 化 改 造 要 实 现 在 全 灌 区 的

均 衡 发 展， 不 仅 是 在 工 程 提 档 升 级

和信息化改造方面，更要体现在水资

源 配 置 上 优 化 均 衡 。 要 通 过 水 权 配

置、水 系 连 通、智 慧 调 度 等 保 障 不 同

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用水权益

和灌区综合效益，支撑全区域经济社

会 发 展， 实 现 全 域 共 享 灌 区 现 代 化

改造成果。
第一，在水资源配置思路上做重

大调整。 为了满足灌区内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提出淠史杭

水资源配置“分类确权、综合配置、多

源互济、优水优用”的新思路，通过水

资源综合调配和利用，实现不同空间、
不同行业和不同时间之间的均衡与高

效。在现有分水方案的基础上，建立灌

区水权分配和交易机制， 通过明确灌

溉水权、工业用水权、生活水权和生态

水权，分类配水，以权供水；建立水权

交易机制，允许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在

公平的基础上开展水权交易。
第二，规划调整水系连通工程布

局。 以 现 有 渠 系 工 程 改 造 提 升 为 基

础， 按 照 新 的 水 资 源 配 置 思 路 和 要

求， 规划布局新的水系连通工程，强

化 地 区 之 间、灌 区 之 间、渠 道 之 间 的

水系沟通能力，提高水资源在空间上

的综合配置能力。 重点论证淠河灌区

与 史 河 灌 区 沟 通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和 必

要性，研究论证梅山水库和响洪甸水

库之间的连通工程。 结合引江济淮工

程、江 水 西 调 工 程，规 划 布 局 灌 区 配

套 工 程，实 现“多 源 互 济、优 水 优 用”
的配置目标。

第三， 全面推进智慧灌区建设。
根 据 水 利 部 和 安 徽 省 对 水 利 现 代 化

的要求和部署，搭建全新的灌区智慧

云平台，应用物联网技术全面互联感

知灌区现有水量、 水质监测信息，按

照精 准 控 制、智 能 调 配、自 动 预 警 的

要求，合理布控新的水位流量计量控

制设施、水质和土壤墒情的监测采集

网络， 发展基于 5G 技术和灌区云的

各类管理应用系统，运用大数据决策

支撑体系， 构建灌溉工程运维管理、
灌 区 用 水 调 度 、农 业 水 价 改 革 、自 动

化办公系统等多个应用系统，建成调

控精准、管理智慧的灌区。

3.系统治理，保护生态提升魅力
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在灌区现代

化 建 设 过 程 中 遵 循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严守生态环

境资源红线，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 境、水 灾 害、水 工 程、水 景 观、水 文

化 等 系 统 治 理 、综 合 开 发，建 设 生 态

灌区和魅力灌区。
结 合 灌 区 主 体 功 能 区 划 和 生 态

功能空间划分，以“生态保护、环境治

理、景 观 打 造”为 主 题，构 建 完 善、健

康的灌区生态系统。 加强灌区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 加强水质保护和截污

减排， 建立面向不同源污染控制的节

水灌溉、生态排水、资源管理技术体系

和工程体系。 在灌区工程规划和建设

全过程中融入绿色生态理念， 以总干

渠、干渠为基础，按照生态廊道建设标

准，全面打造生态型灌排工程体系。
（下转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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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灌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灌

区水文化建设。 以灌区古灌溉遗产保

护、挖掘和保护淠史杭灌区建设过程

中 具 有 重 要 代 表 意 义 的 工 程 和 事 迹

为主 题，通 过 规 划 建 设 纪 念 馆、水 文

化 长 廊 和 水 利 小 品 等 形 式 传 承 淠 史

杭精神；全面调查梳理具有淠史杭特

点、 体 现 淠 史 杭 灌 区 建 设 者 劳 动 智

慧， 且具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建设物，
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丰富灌区文化

底蕴，宣扬淠史杭精神。

4.两手发力，改革创新
灌 区 是 地 方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和 经

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水利基础 支 撑，灌

溉 供 水 具 有 强 烈 的 公 益 性 职 能 。 根

据 灌 区 面 临 的 形 势 挑 战 和 现 代 化 灌

区 建 设 的 目 标 要 求 ， 围 绕 管 理 和 服

务 做 文 章， 深 入 推 进 灌 区 的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和 机 制 创 新 。 按 照 政 事 分

开、 管 办 分 开 的 改 革 原 则 ， 推 进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 依 据 灌 区 的 功 能 定

位 ， 进 一 步 界 定 灌 区 现 有 职 能 ，强

化 灌 区 在 水 资 源 综 合 调 度 、 水 权 配

置 、发 展 规 划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程

管 理 等 方 面 的 公 益 性 职 能 ； 完 善 管

理 体 系，明 确 管 理 总 局 、地 方 管 理 机

构 各 方 管 理 的 关 系 ， 加 强 灌 区 各 行

政 区 之 间 在 水 利 工 程 管 理 方 面 的 垂

直 联 系。 将 现有 的 工 程 维 修 养 护、水

利发 电、工程建设等职能和业务进行

剥离，成 立 专 业 性 服 务 公 司，以 企 业

形 态 在 市 场 竞 争 的 环 境 下 参 与 灌 区

的工程建设服务和运行维护，为灌区

骨 干 工 程 运 行 维 护 提 供 公 司 化 、物

业化服务。 体制创新方面，以水资源

综 合 配 置 为 基 础， 全 面 建 立 灌 区 水

权 分 配 和 交 易 机 制 ， 深 入 推 进 灌 区

水 价 改 革， 建 立 完 善 水 利 工 程 运 行

管 护 机 制、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和 节 水 补

偿 机 制， 实 现 灌 区 自 身 的 可 持 续 运

行维护。 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积 极 引 导 各 方 参 与 灌 区 现 代化改造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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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河 道 内 生 态 环 境 需 水 量 为 年

值。 所选典型流域汛期河道内生态环

境需水量、生产需水量与下泄的洪水

量相互兼容，故而汛期不考虑河道内

生态及生产需水量。
按照上文的计算原则与方法，对

清 江、陆 水、倒 水、举 水、巴 水 和 浠 水

进 行 了 地 表 水 资 源 可 利 用 量 的 分 析

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五、结 论

分 析 比 较 湖 北 省 上 述 各 流 域 蓄

水工程状况和用水消耗状况，一般而

言，蓄 水 工 程 建 设 较 多 、用 水 消 耗 量

较大的流域，其水资源可开发利用率

也 相 对 较 高， 如 浠 水 流 域 、 陆 水 流

域。 上 述 计 算 结 果 基 本 反 映 了 这 样

的规律。

本文计算了湖北省典型流域地表

水资源可利用量，成果较为合理，但未

考虑河流水质、水权等因素，因此后续

还需研究基于水质、 水权的地表水资

源量计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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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湖北省典型流域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

水系
多年平均年径
流量（亿 m3）

河道内生态环境及
生产需水流量（m3/s）

非汛期河道内
需水量（亿 m3）

多年平均汛期难于控制
利用的洪水量（亿 m3）

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
可利用量（亿 m3）

地表水资源
可利用率（%）

清江 150.44 143.10 22.49 104.54 23.41 15.56
陆水 31.99 30.40 4.78 18.28 8.93 27.92
倒水 9.93 9.44 1.48 7.15 1.30 13.12
举水 23.21 22.10 3.46 14.62 5.13 22.09
巴水 25.31 24.20 3.77 19.29 2.25 8.88
浠水 20.69 19.60 3.08 10.79 6.82 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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