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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水利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先后印发通知，对下一阶段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

化改造、节水改造等工作作出部署；水利部办公厅也于近日下发通知，将对28处国家投资达到骨干工

程规划投资规模的灌区开展综合评估工作。一系列密集动作再次让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如何更

好地发挥效益成为业内关注焦点。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灌溉如同一根丝线，串连起文明发展的“珍珠”，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开展了以发展灌溉面积为核心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目前大中型灌区已

发展到近7800处，灌溉面积超过5亿亩，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0%，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主力

军，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我国灌区工程设施建设年代较早，且历经多年运行，建设标准低、配套设施差、历史

欠账多、管理能力弱等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受水土资源变化、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等因素影响，部分

灌区在工程设施、用水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同时，大中型灌区年均灌溉用水

总量达2150亿m3，占全国农业用水量的63％，也成为我国农业节水的主战场。为解决农业发展的后顾

之忧，更好地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近年中央1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明确要求把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建设完善的工程体系是关键。要积极开展骨干灌排工程设施除险加固、配

套达标，重点解决“卡脖子”、骨干渠段严重渗漏等突出问题。大力优化已有工程，统筹工程全盘发

展，建立水源可靠、灌排设施完善的工程体系，解决灌排设施不配套、灌溉用水不方便的问题，消除

影响灌区运行和用水安全的隐患。推进田间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大力推广管道输水、喷灌滴灌微灌等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提升灌区供水保障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真正实现

“藏粮于田”。

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是保障。我国农业生产正在经历向集约化、规模化、

机械化模式转变的深刻变革，为粮食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保障和更高效、更优

质的服务，就要着力开展灌区信息化、智慧化建设，采用现代化手段来管理水、调配水，改善管理设

施，提高灌区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制定深

化灌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健全工程运行维护经费保障机制，落实“两费”财政补助。通过完善

供水计量设施、建立农业水权制度、强化用水需求管理等手段，夯实水价改革基础。开展标准化规范

化管理考核，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并通过精简机构、降低成本、提倡农民用水者协会管水等措

施，保障灌区改造成果。

灌区兴则粮食丰、民心安、国家强。当前，灌区建设发展方兴未艾，步履铿锵，随着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汩汩碧水必将源源不断流入沃野，绘就一幅幅富足秀美的丰收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