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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村水利工作动态

第 7 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农村水利处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内容摘要

※ 水利部中型灌区用水量测及管理应用交流研讨会在我区

召开

※ 我区稳步推进大中型灌区、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

作

※ 我区开展骨干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成本测算监审工作

※ 水利厅下达 2020 年第二批水管单位维修养护资金计划

※ 水利厅开展 2021 年度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前期工

作

※ 水利厅周密部署冬灌工作

※ 中宁县人民政府印发《中宁县农业用水价格调整方案》

※ 贺兰县人民政府出台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推进现



- 2 -

代化灌区建设政策措施

※ “巡渠通”软件在各水管单位运用良好

※ 宁夏首家水利计量设施监测中心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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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部中型灌区用水量测及管理应用交流研讨会在我区召

开

10 月 14-15 日，水利部中型灌区用水量测及管理应用交流研

讨会在我区召开，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灌排发展中心有关领

导，河北、江苏、湖北等 16 个省（区、市）水利厅（局）灌区

管理人员以及用水计量产品生产企业专家、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宁夏水利厅介绍了我区用水量测设施应用管理经验。截至目

前，引黄灌区配套安装测控一体化闸门 2899 台套，控制灌溉面

积 306 万亩，占全区灌溉面积的 34%，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宁夏潞碧垦自动化灌溉设备有限公司介绍了我区现代化生态

灌区全渠道控制系统方案建设情况。

会议组织考察了秦汉渠管理处农场渠管理所测控一体化闸

门建设、宁夏灌区用水计量产品检测中心、宁夏潞碧垦自动化灌

溉设备有限公司闸门生产基地、利通区二四支渠现代化生态灌

区、青铜峡河东灌区马莲渠灌域水资源保障项目建设和利通区金

积镇节水示范基地。此次交流研讨，展示了近年来我区在现代化

生态灌区建设和水资源优化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受到与会领

导专家的好评。

二、我区稳步推进大中型灌区、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

作

10 月 9 日，水利厅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大中型灌区工

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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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10 月 19 日，水利厅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大中型灌区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考核标准（试行）》和《宁夏

回族自治区大中型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考核标准（试行）》

（以下简称《考核标准》）。《实施办法》和《考核标准》的印

发，积极响应了水利部关于灌区、泵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相关要

求，为稳中有进推进宁夏灌区、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

面客观评价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提供了有力依据。

本项工作启动以来，水利厅多次召开专题会进行部署研究，

明确了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先后邀请中国灌排中心专家组组织

了 2 次专项工作研讨座谈会和培训班，对各渠道管理单位分管领

导及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和实地调研指导。

下一步，水利厅将结合实际，以分类分组的方式，按照自流、

扬水两大类编制完成《工作指南》，目前扬水灌区部分已完成三

轮审核修改，自流灌区部分已完成审核修改，在现有基础上不断

修订完善《工作指南》，计划 11 月底前形成最终模板供各渠道

管理处参考实施。

三、我区开展骨干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成本测算监审工作

自 8 月份水利厅组织召开骨干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监审启动

暨培训会议以来，自治区发改委、水利厅多次协调对接，成立骨

干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监审组，进驻各水管单位收集、整理、分析

和复核财务数据，按照运行成本和完全成本分别测算分析骨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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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供水成本，于 10 中旬形成了《宁夏引黄灌区骨干水利工

程供水价格成本 2017-2019 年监审报告。

10 月 21 日，水利厅组织召开骨干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成本监

审意见反馈会。会后经水利厅各单位认真讨论研究，建议在报告

中增加完全成本测算、补充完善成本监审依据、延长测算成本年

份、建立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等内容、考虑会计制度变化情况

等内容。宁夏引黄灌区骨干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成本监审工作计划

11 月完成。

四、水利厅下达2020年第二批水管单位维修养护资金计划

9 月 29 日，水利厅印发了《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二批水管单

位维修养护资金计划的通知》，下达资金 2500 万元，其中日常

维修养护项目资金 915 万元，集中更新改造项目及专项项目资金

1585 万元，主要用于骨干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部分集中更

新改造工程建设和水管单位管理能力提升等。计划完成维修衬砌

渠道 17.5 公里、维修改造巡护道路 40 公里、维修或改造水工建

筑物 40 座、维护生产管理设施 46 处等。

五、水利厅开展 2021 年度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前期工

作

按照水利部要求，2020 年 10 月 16 日，水利厅组织开展 2021

年度大型灌区现代化项目前期工作安排会议。水利厅规计处、农

水处、灌排中心，唐徕渠、西干渠、惠农渠、汉延渠、渠首、秦

汉渠、固海扬水 7 个管理处及自治区水利设计院负责人参加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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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会议明确，2021 年度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重点考虑以下因

素：一是影响渠道安全运行和灌溉的病险建筑物改造；二是灌区

信息化的完善推进；三是渠道管理设施改造；四是灌区、泵站工

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建设相关内容；五是渠道衬砌改造。据此抓

紧开展前期工作。

六、水利厅周密部署冬灌工作

冬灌是一年灌溉工作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具有受气温影响

大，灌溉周期短，干渠水位大、用水量集中等特点。水利厅按照

《2020 年全区水量调度方案》，合理分配水量、加强组织管理、

精心安排部署，确保冬灌圆满完成。

一是科学制定计划。今年冬季黄河上游来水相对较好。冬灌

引水量为 9.65 亿立方米，较去年减少 0.23 亿立方米，较近三年

平均基本持平；各县（市、区）分配用水量为 7.18 亿立方米。

冬灌任务是保障灌区 492 万亩农田冬灌和人畜、生态、设施农业

及葡萄等越冬种植领域供水，原则上扬水灌区春水玉米和自流灌

区常年稻地不安排冬灌。10 月 20 日陆续开始。河东总干渠 11

月 1 日放水，东干渠 10 月 27 日放水，沙坡头区各渠 10 月 31 日

放水。盐环定扬水 10 月 28 日开机上水，固海扬水、红寺堡扬水

11 月 1 日开机上水。冬灌前期以湖泊湿地生态补水换水为主，

优先保障灌区人畜窖池、设施农业调蓄水池越冬储水及林果、高

效节水灌溉区灌水。如遇强降温天气，将视情况关闸停水。计划



- 7 -

11 月 22 日冬灌结束。

二是细化分解水量。按照“计划与节约兼顾，总量与定额双

控，统一调度和重点保障”的原则，及时将引水量、用水量和冬

灌面积分配到灌区各渠道及各市、县（区）。组织各管理处细化

优化调度方案，制定了各大干渠冬灌逐日引水计划和逐级配水计

划。对于高口高地等灌溉难点，适当安排了大流量引水过程，以

集中解决。坚持节约用水，确保全年引用水量不超计划。对于夏

秋灌超计划用水的个别县区，冬灌中核减其超用水量。对无用水

计划指标和纯景观类人造湖严禁冬灌配水。

三是加快工程建设。抢抓时机，加快实施西干渠扩整改造工

程、惠农渠节水改造工程、红寺堡扬水一至五干渠更新改造工程、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等重点水利工程；督促协调完成 26 处供

水、供热、交通等穿越渠道工程；按期完成了扬水泵站机电设备

和渠道设施维修养护。总体上各类工程设施建设不影响冬灌。

四是加强协调指导。与各市县及时沟通协调，准确掌握冬灌

分布情况，督促协调市县（区）加快沟渠清淤、秋翻地等农田水

利项目按时完工。组织管理人员到灌区、乡镇广泛宣传水情，指

导用水协会做好支渠以下用水管理，严格落实供用水计划管理，

维护好灌溉秩序，确保冬灌安全有序进行。

五是强化安全管理。全面推行灌区渠道和泵站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管理；坚持渠道管理处领导值班带班制度，逐级压实责任，

组织对渠道、泵站等各类供水设施设备全面检查，及时整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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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落实应急抢险保障措施；充分运用“巡渠通 APP”、测控一

体化闸门、水位水量视频监控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强化工程巡护

和水量调配，确保工程安全运行。

七、中宁县人民政府印发《中宁县农业用水价格调整方案》

8 月 31 日，中宁县人民政府印发了《中宁县农业农水价格

调整方案》（中宁政办发〔2020〕41 号）（以下简称《方案》）。

按照“动态调整，一次定价，分步实施”的原则，分别于 2021

年和 2024 年份两次调整农业用水价格，第一次调整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行，《方案》对水价调整方案、配水定额、水费收

缴和使用等内容进行了说明。

一是明确调整方案。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用水产业和不同年

份分类定价，具体见下表。

中宁县引（扬）黄灌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调整及执行计划表

序

号

供水

类别

定额内末级渠系水价（分/立方米）

七星渠、跃进渠、北滩

渠、长鸣渠以及固海扬

水、红寺堡扬水灌域末

级渠系水价

康滩渠、柳青渠、南北渠

固海扬水

喊叫水、徐

套地区

喊叫水马塘灌区

支干渠 末级渠系 支干渠 末级渠系

2021-

2023 年

2024-

2025 年
2021-2023 年 2021-2023 年

2021-

2023 年

2024-

2025 年

1

农业用水：粮

食作物、经济

作物、林草地

2.0 2.8 4.6 2.0 6.8 2.8 2.8 0.37 0.77

2
生产养殖、生

态用水
9.6 11.6 4.6 9.6 6.8 11.6 0 0 0

3

其他用水：旅

游、城镇、工

矿企业等

19.2 21.4 4.6 19.2 6.8 21.4 0 0 0

干渠水价执行自治区确定的干渠价格；北滩渠和长鸣渠干渠

水价参照执行七星渠水价；支干渠和末级渠系水价执行政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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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同时，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收费，超定额用水 20% （含

20%）以内部分以干渠水价 1. 4 倍收费，超定额用水 20 %以上

部分以干渠水价 3 倍收费。

二是明确配水定额。配水定额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商各供水

单位根据各用户作物种植种类，依据自治区有关行业用水定额规

定在灌前下发执行。

三是明确水费收缴和使用。水费收缴实行“统一收缴，分级

返还使用＂的办法，干渠（支干渠）水费用于干渠（支干渠）的

运行管理和维护养护费用；末级渠系水费返还给农民用水协会，

其中的 70%用于协会管理人员工资及办公费用，30%用于田间小

型水利工程维修维护。

八、贺兰县人民政府出台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推进现代

化灌区建设政策措施

10 月 9 日，贺兰县人民政府印发了《贺兰县深化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贺政办发〔2020〕88 号）、《贺兰县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试行）》和《SPV 公

司灌溉运维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方案》强调了贺兰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总体目标，2020 年全面实施，稳步推进，

通过 2-3 年的努力，在全区较早完成改革任务，力争形成和完善

全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贺兰模式”。2023 年，建立健全能

够合理反映供水成本、促进节水高效、强化农田水利工程良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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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护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以及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

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价格总体满足运行维护成本需求，全面实

行分类水价。完善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健全农业水权制度，全面

实行农业用水总量和定额管理；完成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

革，建立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农民用水组织健全、运转

高效；实现施农业节水，完成促进水权交易，交易所得继续用于

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良性管护；农业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

农业用水方式有效转变，水肥药一体化技术集成发展，现代农业

节水制度健全。

《实施方案》明确了重点任务。一是核定农业灌溉面积，二

是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三是严格用水计划定额管理，四

是深化灌区用水计量，五是水资源（黄河水）确权分配制度，六

是建立水权收储交易制度，七是加强 SPV 公司运行监管，八是

创新贺兰县灌溉运维模式，九是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

励机制。

九、“巡渠通”软件在各水管单位运用良好

2019 年 12 月“巡渠通”软件第一版上线，2020 年 7 月根据

水利厅《“巡渠通”优化完善意见》对“巡渠通”软件进行补充

升级，第二版成功上线。水利厅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各管理处、基

层所（站）采取“面对面、手把手”培训指导方式，现场指导操作，

解答基层巡护人员遇到的各类问题。各水管单位通过制度定责、

培训提能、考核强效、编制手册等强化系统应用，基层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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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熟练掌握“巡渠通”软件使用。截止目前，巡渠通软件累计下

达有效巡检工单 6.4 万次，累计巡检 4.1 万次，累处理隐患 163

次，上线巡检率 64%。“巡渠通”软件的普及运行，初步形成了

按时巡检、实时发现、快速上传、及时处理的良好工作机制，进

一步减少了巡护强度和流程，提升了巡护质量和效率。

十、宁夏首家水利计量设施监测中心正式建成

2020 年 8 月，我国首家具备检测测控一体化闸门的专业检

测机构宁夏天祥霖水利计量设施检测中心建成试运行。该中心由

宁夏潞碧垦自动化灌溉设备有限公司承建，河海大学承担方案设

计，通过了水利部、中国灌排中心、清华大学、中国水科院、北

京计量院、中国灌区协会、宁夏计量院等多家单位专家参加的评

审。检测中心位于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于 2020 年 4 月开工

建设，7 月份完工，8 月开始试运行。目前检测中心正在编制校

准规范，调试检测设备，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相关计量检测委托授

权手续，预计年底前投产运行。

测控一体化闸门是灌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设备和关键技术。

闸门检测中心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外测控一体化闸门专业检测机

构的空白，对测控一体化闸门结构稳定性、启闭灵敏度、计量精

准度、产品质量管理具有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