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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苏省高邮灌区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印发的《大中型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积极开展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从强化组织建设、建立安全管理体系、开展科学管理、提升为民服务质量、规范经济行为等方
面建章立制，使建设与管理双提升、双促进，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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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uidance on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Large and Medium Irrigation Districts (Trial)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has been promoted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Gaoyou Irrigation District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safety management, to scientific management, service improving and economic activity regulation, so as to
improve both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resulted in remarkable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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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邮灌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探索与成效

李江安

（江苏省高邮市水利局，225600，高邮）

2019 年 6 月，水利部办公厅印发

《大中型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指导
意见（试行）》，部署灌区标准化规范
化工作。 江苏省高邮灌区积极贯彻落
实，一边抓节水工程建设，一边抓标
准化规范化管理，使建设与管理双提
升、双促进，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
和社会效益。

一、高邮灌区概况

高邮灌区地处江苏省中部里下
河地区，位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源头
段， 始建于 1953 年 ，1958 年建成运
行。 灌区总面积 649 km2，现有耕地面
积 52.02 万亩（1 亩＝1/15 hm2，下同），
有效灌溉面积 50.46 万亩。 灌区以京
杭大运河为供水主水源，实现自流灌
溉，有引水干渠 9 条 115 km，支渠 127
条 421.3 km，斗渠 3 250 条 2 598 km。

2000 年以来，高邮灌区围绕“现
代化节水生态型灌区”的建设总目标，
按照“安全、效益、生态、景观”的建设
理念，改造了一批灌排骨干工程，建设
了一批水土保持设施与管理设施，基
本建成了信息化管理系统，灌区面貌
焕然一新，为促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
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标准化规范化做法

1.强化组织建设，促进体制机制
创新

（1）强化公益定位
新一轮机构改革明确高邮灌区

管理处为公益一类单位，经费来源为
全额拨款，核定 58 个全额编制。 管理
处下辖车逻、南关、头闸、周山 4 个管
理所，1 个信息化中心和 1 个补水总
站，公益性人员支出和工程维修养护

纳入财政予以保障。
（2）强化制度修订
灌区一直重视各项规章制度的

修订完善。 每年完善《高邮灌区管理
处制度汇编》， 发放到下属各管理单
位；主要制度上墙公示，让管理有章
可循。 2020 年，出台《高邮灌区标准化
规范化管理实施细则》， 重点围绕设
施维护、环境改善、安全鉴定以及干
支渠管理范围划定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措施。

（3）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

灌区人才队伍建设， 每年保证 1~2 名
招聘名额，补充新鲜血液。加大现有人
员培训力度， 并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加强教育管理、行业监管以及监督
执纪，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切实
做到“引得进、留得住、扛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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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文化建设
灌区处于大运河文化带， 利用入

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候选名单的机
遇，深入挖掘灌区水文化底蕴，传承、
保护、利用各种水文化遗产。根据灌区
的历史人文环境特点，开展灌区标识
导示系统建设，设计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系列标志等。抓住“世界水日”“中
国水周”“安全生产月”等节点，组织多
种类型的专题培训、普法讲座、知识竞
赛等活动，激发干部职工比学赶超的
热情，年度参训率达 95%以上。

2.坚持安全底线，消除工程运
行隐患

（1）建立安全管理体系
以创建安全标准化单位为契机，

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成立
专职领导机构， 完善各类应急预案，
储备各类应急抢险物资，强化防汛抗
旱和应急抢险演练。 开展各种安全生
产专题活动，每年灌溉前后，分别组
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重大节日前
和极端天气前后开展专项安全检查。

（2）全面开展安全宣传
对全体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增强安全意识， 形成全员重视安全、
人人讲安全生产、事事按规程操作的
氛围，防患于未然。 在社会宣传上，采
取张贴标语、树立标牌、印制漫画、走
进校园等方式，全方面开展涉水安全
宣传。

（3）消除工程运行隐患
为保障沿渠道路行人与交通车

辆安全，在工程设计时，对渠道采取
深浅结合的复合断面、设置绿化隔离
带、安装防撞护栏等，消除安全隐患。
全面排查已建工程的安全隐患，对引
水闸洞、补水泵站、控制性建筑物等，
按照安全标准化的要求进行改造，完
善各类安全防护设施。

3.开展科学管理，保障效益持
续发挥

（1）划定范围法治化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程管

理范围划定工作，明确干支渠及骨干

工程的管理范围， 设置界碑和界桩，
完善各类工程标志、标牌，通过政府
规范性文件予以公布，以市政府名义
树立永久固定公示牌，实现骨干渠系
及建筑物二维码全覆盖，公众扫描二
维码即可知晓管理范围等。

（2）工程巡检常态化
严格落实巡查制度，坚持日常巡

查和重点巡查相结合， 开发手机端

APP，在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拍照或
拍摄视频传回信息中心，根据问题性
质分类处理。 试点采用无人机开展巡
检， 利用 AI 技术将前后期视频进行
比对分析，发现异常及时交办。

（3）业务管理信息化
建设智慧灌区管理平台，包括灌

区管理“一张图”系统、可视化展示系
统、 业务信息管理系统三大模块，初
步实现“灌溉水量数据化、实时运行
可视化、指挥调度智能化”。 其中，灌
区管理“一张图”系统包含工程分布、
水系、重点工程特征属性等，形成了
灌区基础数据库。

（4）管护机制市场化
通过公开招标， 选择社会化管护

组织，进行市场化管护。在设施维修养
护方面，做到“三建立一实现”，即建立
明细化管养清单、 建立标准化管养流
程、建立规范化考核明细，实现灌区设
施的良好运行。在长效保洁方面，做到

“四清两保”，即清除水生植物、垃圾漂
浮物，清除渠道内阻水障碍物，清除堤
岸违章种植物，清除岸边堆放杂物；保
持水流畅通，保护绿化植被。

4.加强供水保障，提升为民服
务质量

（1）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强化灌

区取水许可，严格总量控制，确定不
同作物的灌溉定额，测算分类农业水
价，出台指导价格，由用水户协会收
取。 完善灌区供水计量设施，率定骨
干渠道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测
定上下游水位得到用水量，部分支斗
渠采用超声波流量计、一体化测控闸

门等进行测流。 实行农业用水精准补
贴和节水奖励， 用于工程维修养护。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高分通过省
级验收。

（2）打造“用水早知道”品牌

“用水早知道”是灌区的用水管理
模式，也是着力打造的为民服务品牌。
为集约化利用好水源， 优化干、 支、
斗、农渠的轮灌编组，根据水稻不同
生育期的需水量，编印不同的灌溉水
期表，像火车运行时刻表一样，印发
至千家万户，让老百姓做到用水早知
道，农事早安排，在高效灌溉的同时，
实现源头节水。 同时，将其通过二维
码及时向社会发布。

（3）实行信息化精准调度
通过遍布在灌区骨干工程上的

39 处闸门远程控制站、15 处智能闸
门计量点，按照“用水早知道”的灌溉
制度，配合即时天气预报，实现对农
业灌溉的精准调度。 试点运用无人机
搭载多光谱仪，构建灌区作物水分状
况感知体系，对作物需水状况进行预
测，实现智慧精准配水决策。

5.规范经济行为，防范化解廉
洁风险

（1）规范财务管理
工程建设专款专用，从计划到竣

工， 对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实时监
督。 管理经费与维修养护资金等进入
专属账户， 严格执行月度预决算制
度，调整预算按规定程序报批。 内部
建立监督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有
序， 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按月核对，
未出现违规违纪行为。

（2）保障工资福利
按照规定，灌区为全体员工缴纳

“五险二金”，工资福利有保障，并且
随着经济发展逐年递增，平均收入水
平不低于当地同类型单位水平，没有
出现过拖欠员工工资情况。

三、取得的成效

1.用水数量减少，用水保障增强
通过节水工程建设与标准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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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实际提高水价，水费收
缴意愿和农户支出负担风险可控

根据试点项目区水价综合改革
整体方案测算，自流灌溉区直接提高
农业水价 3 元/亩，其他分类型试点区
如果在定额内用水，整体上不会提高
水价，执行水费占农业种植收入的比
例为 5%左右， 而农户意愿调查承担
的比例在 8%左右， 整体上未增加农
户负担。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
多转向非农产业务工，农户平均年收
入增长， 而水费支出所占比重仅为

0.5%左右，农业用水存在提高水价的
空间。 末级渠系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规
范运行、计量设施的完善和收费透明
度的提高，实现了责、权、利三者关系
的统一，年灌溉周期和轮灌时间大幅
度缩短，水费实收率明显提高，平均
水费收缴率从原来的 85%提高至
95%以上。

四、结 语

漳河水库三干渠通过对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的探索及实践，明晰了水
权，逐步建立了超定额、超计划累进

加价制度， 农民用水者协会运行规
范，在管理和收费中得到了用水户的
支持，灌区节水效果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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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管理，灌区工程设施效益发挥始
终保持在较高水准，农业用水保障能
力有了大幅度提升，无效水、低位水、
漏失水大幅度减少，每年能减少引输
水量 6 000 万 m3以上。

2.生产成本减少，农民收入增加
通过多年对比分析，灌区每亩水

费支出由以前的 40 元减少至 25 元
左右。 同时，较为完善的灌区工程设
施，精准运行的灌溉制度，进一步解
放了农村劳动力，为农民从事非农作
业增加收入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3.污染排放减少，农村水环境
改善

农业用水量减少使得化肥、农药
排入水体的数量也相应减少，污染水
体程度进一步降低，加上利用灌溉尾
水进入河道带动水体流动，农村水环
境有了较大改善，为乡村振兴发展增
色添彩。

4.用水矛盾减少，干群关系增进
通过建管并重，解决了不少边界

矛盾、遗留问题、上下游纷争，部分紧
张的干群关系、 群群关系得到改善，
群众对干部的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

四、下一步努力方向

1.保护利用融合，打造底蕴更加
深厚的人文灌区

高邮灌区有着悠久的灌溉历史，

古代就有利用大运河水源进行灌溉
的记载 ， 至今仍在沿用有 300 年以
上历史的灌溉工程就有 5 处 。 随着

“里运河—高邮灌区”成功入围 2021
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候选名单 ，
灌区将以此为契机 ，组织编制保护
和利用规划，打造遗产公园，建设遗
产展示中心 ，进一步传承悠久的灌
溉历史文化 ，发掘可持续的古人治
水智慧 ，打造底蕴更加深厚的人文
灌区。

2.节约集约并举，打造群众更
加认可的幸福灌区

精确执行“用水早知道”，需要有
更加完善的工程体系支撑。 为进一步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灌
区明确提出在 “十四五 ”期间 ，建设

“1111”工程体系，即建设 1 套完善的
引补水源工程体系、1 套完备的输配
水工程体系、1 套规范的管理管护体
系 、1 套智慧的调度运行体系 。 到

2025 年，实现灌溉保证率达到 95%以
上，骨干工程完好率 90%以上，灌溉
水利用系数达到 0.62，信息化管理覆
盖率达到 90%以上。

3.节水生态统筹，打造景色更
加怡人的美丽灌区

在坚持节水优先的基础上，进一
步统筹节水与生态，按照“每建一座
建筑物要成为一个景点，每修一条渠

道要成为一道景观”的思路，把灌区
当成社区管理， 运用系统化思维，整
体建设管理灌区， 全面开展景观型、
艺术型、观光型工程设施建设，打造
景色更加怡人的美丽灌区。

4.精细精致交融，打造管理更
加规范的现代灌区

更加精细地编制灌区工程管理、
安全生产、供水管理、工程巡查等各
项标准化流程， 制定详实的考核办
法、考核细则以及评价标准，建立管
理旬报、月报和年报制度，形成标准
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更加精致地开
展服务，持续推进“用水早知道”品牌
建设，推广运用“空天地一体智慧平
台”以及“感知—决策—调度”的智慧
灌溉决策系统， 让农业灌溉更加精
准，服务群众更加精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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