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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江堰灌区对保障四川省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在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的关心支持下，都江堰灌区持续实施 20 多年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取得显著的节水增效、供水保障、防洪减
灾、生态改善、拉动经济等综合效益，但当前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结合都江堰灌区实际和优势，提出构建“节
水、安全、智慧、生态、文化、活力”的现代化灌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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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成效及现代化建设思考

孙小铭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611830，成都）

都江堰灌区作为全国 3 个灌溉
面积 1 000 万亩（1 亩=1/15 hm2，下同）
以上的特大型灌区之一，对保障四川
省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在“十四五”开局
之际，总结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取得的成效，分析当前面临的
新形势和挑战，探讨都江堰灌区现代
化思路，以期为灌区现代化建设提供
参考。

一、灌区基本情况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枢纽和
灌区工程组成。 渠首枢纽位于成都平
原西北部、 岷江上游与中游交界点，
从岷江无坝引水， 灌区横跨岷江、沱
江、涪江三大流域，面积 2.32 万 km2。

都江堰水利工程现有干（分干）渠 115
条、总长 3 632 km，万亩以上支渠 275
条、总长 3 441 km，有大型水库 3 座、
中型水库 18 座，大型水闸 6 座、中型
水闸 38 座， 设计灌溉面积 1 519 万
亩，现灌溉成都 、德阳 、眉山等 7 市
40 县 （市 、区）的 1 130 万亩耕地，为

2 000 多万人口提供生活、生产、生态
等供水服务。 都江堰灌区以不足四川
省 1/20 的土地面积， 支撑了全省 1/4
的人口，贡献了全省近一半的 GDP 和
1/4 的粮食产量， 为保障四川省粮食
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四川省水利厅负责都江堰水利
工程的统一管理，其设立的都江堰水
利工程管理单位承担支渠（河）分水

枢纽以上及跨设区的市支渠 （河）工
程管理维护工作；市、县水利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支渠（河）分水枢纽
以下工程管理。

二、灌区改造取得的效益

在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关
心支持下，1996 年都江堰灌区被纳入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试点 ，1998—
2020 年持续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取得了显著的节水增效、供
水保障、防洪减灾、生态改善、拉动经
济等综合效益。

1.工程设施改善，抵御自然灾害
能力增强

20 世纪 90 年代， 都江堰水利工
程老化病损严重，干渠、建筑物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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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损率分别达 36%、39%，被水利部认
定为“二级老损工程”。 经过 20 多年
的项目改造，人民渠、东风渠、三合堰
干渠三大“高速水道”基本打通，东风
渠凤凰山等多处大型滑坡体和人民
渠小石河涵洞等重大病险工程得到
整治，正常年份灌区水利工程事故率
降低 50%以上，规模性渠道垮塌、漫
堤、管涌等恶性水毁事件基本消除，
汛期沿渠群众从过去的“提心吊胆”
转变为现在的“安稳睡觉”。 都江堰水
利工程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增强，
灌区工程先后经受住了 “5·12”汶川
特大地震、“4·20”雅安地震、“8·11”洪
涝灾害等重大自然灾害的考验，保障
了灌区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和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2.输水效率提升，节水效益显著
改造后灌区骨干工程输水效率

明显提高， 已整治干渠的渠道水利
用系数达 0.98， 灌水时长由 30 天缩
短为20天，受益区亩次平均用水量下降

17% ， 年新增节水能力 9.3 亿 m3。
2000 年以后，群众争水、抢水事件基
本消除， 春灌时期由县领导带队守
水成为历史。改造前的大批“望天田”
尾水灌溉面积得以恢复 ， 绵阳市涪
城区等地重新加入都江堰灌区。1996
年以来，新增灌溉面积 83 万亩，改善
灌溉面积480 万亩。 虽然灌区面积不
断扩大，但全灌区引水总量基本保持
在105 亿 m3 左右， 且农业用水量不
升反降， 农业节约的水量转化为生
活、生态等高效益供水，有力促进了
灌区发展。

3.生态环境改善，沿渠面貌焕
然一新

在渠道贯穿的城镇和农村居民
点，因地制宜将工程改造与城乡环境
整治相结合， 开展渠道清淤清障、沿
渠绿化、沿渠（河）道路整治以及水景
观打造等，改善了人居环境。 德阳市
罗江县、绵阳市涪城区等地原为四川
省血吸虫重灾区，在灌区改造中对渠
道进行硬化衬砌，破坏了钉螺的孳生

环境， 有效阻断了沿渠的血吸虫传
播。 绵阳市涪城区新吴石分干渠、玉
杨丰左分干渠通过实施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项目， 硬化钉螺孳生面积

40.2 万 m2，近五年该区未发现血吸虫
病感染者，已通过血吸虫病消除达标
工作省级验收。

4.供水能力提高，保障粮食安全
都江堰灌区骨干渠系得到改造，

供水保障率、 应急输水能力显著提
高， 良好的工程基础保障了灌区粮
食作物能够适时栽插和有效灌溉 ，
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多次严
重旱情中实现稳产高产，稳住了四川
省粮食安全“基本盘”。 2020 年都江
堰丘陵灌区遭遇严重干旱灾情，春灌
期间通过工程设施向丘陵灌区输水

2.6 亿 m3， 并采取错峰灌溉、 渠系轮
灌、以水促泡等综合措施，有效缓解了
旱情， 顺利完成 590 万亩农田的泡
田、栽秧。

5.拉动内需有力，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

1996 年以来都江堰灌区改造总
投资达 58 亿元，1998—2019 年，改造
项目完成土石方 2 330 万 m3， 混凝土

393 万m3，钢材 5.7万 t，有力拉动了内
需，在增加就业岗位方面作出显著贡献。

三、新形势和新挑战

都江堰灌区改造取得显著成效
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 在
工程规划建设上，与保障粮食安全 、
供水安全、 防洪安全的要求有差距；
在供水管理上，与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四川省“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等重大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水
资源保障的要求有差距；在管理体制
机制上，与实现灌区水利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要求有差距；在发展上，与为
社会提供更多普惠水生态文化产品
的要求有差距。

1.工程现状存在短板
一是工程设施不完善。 都江堰平

原灌区的东风渠、外江、人民渠一处

657 万亩灌溉面积没有中型及以上水
库，缺乏调蓄骨干水源工程，一些重
要输水渠道、建筑物年久老化存在安
全隐患，部分天然河道与骨干渠道平
交， 存在天然河道污水入渠隐患，威
胁供水安全。 丘陵灌区傍山明渠部分
填方渠段和沿渠高边坡病害较多，暴
雨后易出现垮塌、阻水，威胁工程安
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信息化水平不高。 都江堰灌
区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早，但多年前建
设的信息化设施设备大多已老化过
时，不能适应当前管理需要。 灌区计
量设施及气象、墒情、水质等监测设
施缺乏，制约了科学决策和服务质量
的提高。

2.供水保障要求更高
都江堰灌区与成都平原经济区

高度重合，是四川省的政治、经济和
农业核心区域，都江堰作为成都市及
周边地区的主水源，已由原来的以农
业供水为主向生活、生产、生态等多
目标供水转变。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都江堰灌区内水资源需求量快速
增长，社会对供水保障程度的要求越
来越高，灌区供用水矛盾和保障能力
不足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枯水期水
资源总量不足、 春灌期间用水集中、
汛期上游高浊度来水、冬季岁修断流
等特殊时段供用水矛盾突出，供水压
力日益增大。

3.体制机制亟待完善
一是灌区一体化改革任务艰巨。

目前，都江堰灌区“一局八处”一体化管
理改革已明确， 改革后人事、 供水、工
程、 财务等体制机制将发生重大转变，
需要认真研究并尽快调整和适应。

二是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人
才是水利事业和单位发展的“发动机”，
是灌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因素，
但目前都江堰灌区水管单位人员结
构老化，年龄断层严重，专业技术人
员缺乏。

三是激励奖惩机制不健全。 现行
工资福利政策和激励奖惩机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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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灌区水管单位存在不同程度的人
才流失现象。

4.文化需求日益增加
都江堰是庞大的灌溉工程遗产

体系， 灌区内尚有众多水利文物、遗
址、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亟待挖掘和保
护。 都江堰不仅是水利工程，也是厚
重的文化符号， 是中国精神文化的

“高地”， 社会大众对都江堰文物古
迹、生态环境、文化哲学的需求和要
求持续增长。 都江堰世界级千年水工
程、水生态、水文化资源独一无二、优
势极为明显，遗产保护价值和生态旅
游开发价值潜力巨大，具有“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天然优势和
强劲内生动力。

四、建设现代化灌区的思考

都江堰灌区挑战与机遇并存。“十
四五”时期，都江堰建设现代化灌区将
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 正确处理灌区水利工作
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积极践行新
时期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 “3226”工
作思路，结合灌区实际和优势，努力
构建“节水、安全、智慧、生态、文化、活
力”的现代化灌区，力争三年内把都江
堰灌区建设成为 “国际知名、 国内一
流”的灌区榜样。

1.构建节水灌区
把节水优先放在首位，全面落实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灌区取
水许可审批，强化用水计划管理。 深
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动执行
水价达到成本水价，加强水权交易研
究探索工作，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
促进节水。 深化与高校、科研单位合
作，开展灌溉试验研究，积极推进成
果转化、应用工作，引导用水户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推动用水
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开展多种形
式的节水宣传活动，增强全民节水意
识，营造全域节水氛围。

2.构建安全灌区
“除水害、兴水利”是都江堰 2 200

多年发展的永恒主题，新时期都江堰
灌区将坚持“工程安全、供水可靠”的
底线目标。 通过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
现代化改造，坚持岁修制度，东风渠、
外江、人民渠第一管理处等平原灌区
重点实施江、河、湖、库、渠互连互通
工程，对干渠、重要引水枢纽等进行
升级改造，推动骨干水利工程提档升
级，解决供水保障率不足问题，保障
供水安全。 人民渠第二管理处、黑龙
滩、通济堰、毗河等丘陵灌区重点实
施骨干渠道除险及高边坡治理、排洪
设施配套、支渠改造等，提高工程安
全等级，保障工程安全。

3.构建智慧灌区
以都江堰灌区信息化和水资源

监控等项目建设为基础，建立以都江
堰管理局为中枢的“智慧大脑”、以灌
区各管理处为“骨架”的灌区智慧体。
加快计量设施和现代化闸控系统建
设，完善水情、墒情、气象等采集设施
设备， 建设集全灌区水利信息采集、
远程监测、设备控制、优化调度、全业
务管理为一体的智慧灌区，提升灌区
科技创新力度和服务能力。

4.构建生态灌区
秉持都江堰生态治水理念，以河

长制为总抓手，避免过多人工干扰蒲
阳河、走马河、江安河、沙沟河等天然
河道，努力保持其生态形态。 在灌区
项目建设中传承干砌卵石、 竹笼、杩
槎 、羊圈等都江堰传统河工技术，因
地制宜实施水系连通、渠系改造疏浚、
堤路结合、沿岸绿化、水域岸线保护
等工程。 将灌区改造与城市建设融
合，积极支持地方建设沿河（渠）天府
绿道、滨江公园、水文化长廊、湿地公
园、河湖公园等涉水景观设施，营造
宜居水美空间，为灌区群众提供更多
优质的水生态产品。

5.构建文化灌区
擦亮都江堰作为水情教育基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的

“金字招牌”，积极开展国情和水情教
育，充分发挥都江堰的社会宣传教育

功能。 启动灌区水利遗产资源普查工
作，大力挖掘、保护、申报灌区内特别
是渠首的河工技术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 依托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的品牌效应，打好“水
文化旅游牌”， 以都江堰渠首水利工
程为核心， 建设中国水利工程博物
馆 ，探索都江堰 “绿水青山 ”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现实路径，打造世界级
的中国水生态文明保护与发展的窗
口和名片。

6.构建活力灌区
坚持党建引领，把从严治党贯穿

于各项工作。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
力实施“素质提升、文化再造、和谐发
展”行动。 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原则，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灌区内外体
制机制改革和企事分离改革工作，确
保改革积极稳妥落地， 改出水平、改
出成效， 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主动
性、能动性。 深入推进灌区标准化规
范化管理工作， 健全完善管理制度。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人才引进、
培养、使用力度，更加注重完善干部
职工“能上能下”的晋升机制和激励
奖惩机制， 营造强烈的干事创业氛
围，构建“体制顺、机制全、队伍强”的

“活力”灌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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