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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海扬水工程是宁夏中部干旱
带西海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
坚及乡村振兴的生命保障大动脉，担
负着固原市原州区，吴忠市同心县、红
寺堡开发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
海原县和国有长山头机械化农场，中
卫市山羊场等 3 市 6 县（区）2 场 16个
乡镇 170.64 万亩 （1 亩＝1/15 hm2，下
同）农田灌溉供水，及灌区周边山区

61 万人 、30 万头大家畜的安全饮水
供水任务。

工程建成前，灌区干旱少雨，土壤
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1972 年

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
宜人类生存地区之一，也是“苦瘠甲
天下”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之
一。工程投运 45 年来，发挥了巨大的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
宁夏中部干旱带黄土塬再造了一个

“旱塬绿洲”， 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和生态环境大幅度改善。截至

2020 年累计引水 116.97 亿 m3， 灌区
粮油总产量达 1 258.57 万 t， 农林牧
总收入达 540 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

6 239 元 ， 较 1980 年的 30.5 元翻了
206 倍， 充分发挥了固海扬水工程在

宁夏中部干旱带的水利支撑作用。

一、灌区供水现状特征

进入新时期，固海扬水灌区供水
呈现新的特征：

一是供水领域多元化。 由单纯的
农田灌溉和农村饮水向旱作区特色
设施农业、生态经果林、工业、城市、
农村饮水等领域拓宽，目前特色设施
农业由零增加到 59.05 万亩， 新增海
原县、海兴开发区、同心县城市供水
和灌区 16 个乡镇农村人饮供水。

二是土地开发加快、灌溉面积扩

摘 要：宁夏固海扬水灌区坚持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核心，强化水资源的刚性约束，从水资源可持续
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认真总结灌区水资源管理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
础上，根据灌区供水情况，提出节水型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对策与建议，为宁夏中部干旱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
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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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core, strengthen the rigid constraint of water resources, fro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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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用水量呈增长趋势。 固海扬水灌
区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核心区域，
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灌区因水而
生存，因水求发展。 目前灌区基本农
田由原设计的 82 万亩发展到 102.24
万亩。 正在规划实施的西部供水中宁
县喊叫水片区、 海原县西安乡片区、
固原市黄河水调蓄工程、海原县三塘
片区还将新增 68 万亩农田。

三是种植结构单一。 相对来讲，
玉米种植机械化程度高，投入劳动力
少，产出效益大，每年种植玉米达 91
万亩，占基本农田的 89%。

四是土地流转集约化经营生产
速度慢，高效节水灌溉推行缓慢。

二、灌区供水存在的问题

1.灌溉面积逐年增大，用水刚性
增长，新的供需水矛盾加剧

灌区基本农田设计灌溉面积为

82 万亩， 现已经发展到 170.64 万亩
（其中基本农田灌溉面积 102.24 万
亩，灌区延伸区域特色设施农业补灌
面积 59.05 万亩， 生态移民灌溉面积

9.35 万亩 ）， 较设计灌溉面积增加

17.96 万亩，增幅 21.31%。其中固海扬
水灌区面积由设计 57 万亩发展到
123.52 万亩（基本农田 71.1 万亩，设
施农业 51.75万亩，生态移民灌溉面积

0.67 万亩）。 固海扩灌扬水灌区面积
由设计 25 万亩发展到 47.12 万亩（基
本农田 31.14 万亩， 设施农业 7.3 万
亩，生态移民灌溉面积 8.68 万亩）。尤
为突出的海原县固海系统灌域设计
灌溉面积 8 万亩， 实际达到 15.69 万
亩，超出设计 46.12%；同心县设计灌
溉面积 25.01 万亩，实际达到 41.64 万
亩，超出设计灌溉面积 66.5%。灌溉面
积不断增加，系统供水能力不能满足
现有用水方式、 种植结构的用水需
求，加剧了灌区供需水紧张的局势。

2.种植结构失衡、作物布局不
合理、时段性供用水矛盾突出

设计作物种植结构布局林草占

30%，夏粮占 50%（主要以小麦为主），

秋粮 20%（主要有糜谷及蔬菜等）。 近
年受市场影响，种植结构失衡，作物
布局单一。 近 3 年统计秋粮玉米种植
面积 86 万亩，占 84.12%，夏粮小麦种
植面积仅为 1 万亩，占 0.98%。由于种
植结构单一， 造成用水时段集中，用
水流量峰值叠加，时段性缺水严重。

3.新增城市、农村、工业与生态
移民用水保证率低

同心县西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及中卫市兴仁综合供水工程规划设
计用水量 875 万 m3，同心县河西镇同
德、 海原县七营镇南堡等 12 个生态
移民安置区规划开发灌溉面积 9.35
万亩，设计用水量 1 571 万 m3；海原县
新区及农村饮水项目规划设计用水
量 2 000 万 m3；新增项目总体规划用
水量达 4 446 万 m3，只能从农业灌溉
用水中通过节水措施予以供给，但农业
节水效果不明显，造成供水保证率低。

4.节水灌溉推行缓慢，用水管
理粗放、灌溉水利用率不高

灌区内农田基本建设标准低，平
田整地等精耕细作程度低，灌区内普
遍为大田种植，灌溉模式以大田漫灌
为主，畦田建设面积不足 20%。 节水
技术措施没有全面推广普及，灌溉模
式不科学， 田间配套工程设施不完
善，斗农渠跑、冒、滴、漏严重，渗漏损
失大，水资源浪费严重，进一步加剧
了供需矛盾。 2017—2019 年平均（干
渠斗口以下）亩均用水量：固海扬水
灌区 387 m3/亩， 固海扩灌扬水灌区

373 m3/亩，农田实际用水都超出了干
渠配水定额标准的 20%以上。 灌区新
发展的项目缺乏水资源支撑，制约了
灌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5.计量设施不健全，群管组织
和用水者协会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程度不高

支渠以下农口及田间量水设施
不健全， 测量水精度偏低，“总量控
制、定额管理、计量到户”供水制度执
行不到位，同时对用水过程管理不规
范，未能形成系统的闭环管理，造成

田间用水计量控制不严格。 群管组织
和用水者协会经费不足，管理人员缺
乏专业知识，用水管理水平不高。 以
上两大因素直接制约着节水型现代
化生态灌区的建设发展。

三、推进节水型现代化生
态灌区建设应对措施与建议

1.推进土地流转实行集约化生
产经营模式，促进与经营模式相匹
配的高效产业结构、节水灌溉技术
发展和应用

目前灌区土地流转实行集约化
经营 12.32 万亩，高效节灌 68.4 万亩，
与节水型现代化生态灌区标准差距
较大。 因此，必须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四定
原则，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贯穿于生产生活生态的各领域，实行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水资
源管理的主体责任， 强化源头严控，
过程严管， 构建全程全面节水体系，
促进灌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承载
能力相适应。 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按
照自治区“统筹城乡、改革创新、节约
高效、开放治水”的方略，全面开展“农
业节水领跑、工业节水增效、城市节水
普及、全民节水文明”的节水行动，推
进土地流转， 实行集约化经营管理模
式，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2.加快灌区工程节水改造，夯
实安全、高效供水基础

一是加快对灌区老化工程的更
新改造。 加大对渠道及机电设备的更

新改造，提高水泵设备运行效率和渠

道输水能力， 有效提升灌溉保障率。
二是加大对灌区末级渠系渠道、农田

配套工程的改造，提高末级渠系水资

源利用效率。 三是加大田间配套工程

建设，抓好灌区节水示范工程，全面
提高农田灌溉效率和效益。

3.坚持“以水定植”，推进种植
结构、用水结构调整

按照 “农业产出高效 、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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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灌区生态均衡”的目标，加大现
代化生态灌区建设，控制玉米等高耗
水作物的种植面积， 倒逼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 ， 大力发展节水型生态农
业，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水资源
高效利用体系。 优化水资源调配，通
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改进耕作制
度， 发展设施农业和优势特色产业，
建设一批规模化高效节水示范区 ，
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单一导致的用水
集中、供用水矛盾突出、农民亩均收
益低等问题。

4.深化用水权改革，实行水资
源刚性约束制度

深入贯彻落实用水权改革，着力
在用水权精准确权、水量收储、水价
改革等方面深化改革，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
供水安全保障。 一是优化分配用水
量，精细核定用水权。 实行最严格用
水定额标准，建立以水“四定”管控体
系，将用水量指标科学分配到各区域
和各行业；精细核定用水权，将用水
指标确权到县、乡镇、干渠、农户。 二
是加强用水过程管理，实施精准计量，
确保用水权实施到位。 完善末级渠系
的计量设施，推广应用测控一体化技
术，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为水量的精准、可靠计量提供技术保
证。 三是建立政府收储调控机制，规
范用水权交易， 建立用水权投融资机
制，体现用水权金融资产价值。建立机
制将农民“散户”在用水权内节出的水
收储， 然后再转让给有需求的工业大
户，促进水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行业
和区域配置， 让用水者真正得到节水
实惠。四是合理确定水价，深化水价分
类改革。建立用水权基准价，充分考虑
市场因素、节水成本、风险防控等，建
立用水权交易基准价体系； 深化水价
分类改革，农业用水实行定额内优惠
水价、超定额累进加价。

5.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
立科学合理的水价机制

推行末级渠系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规范灌区农业用水管理，建立良
性的供水价格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价
格杠杆作用，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
效率和效益。 一是水费实行“统一计
收、分级使用”的管理办法，干渠水费
直接缴纳水管单位，末级渠系水费缴
至县财政局， 其中末级渠系水费的

50%用于支付群管组织专管人员的工
资 ，25%用于渠道的运行管理维护 ，

25%用于节水奖励。 二是实行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建立节水奖励补偿机
制。 超定额 20%以内按照终端水价的
1.4 倍收费，20%以上按照终端水价的
3 倍收费。 目前， 固海灌区红寺堡灌
域、 中宁县灌域的 28 万亩农田已经
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其他县（区）
灌域也在逐步推行。

6.提高灌区及干渠沿线蓄水池
调蓄功能，从根本上解决时段性缺
水的问题

目前干渠沿线调蓄水库偏少 ，
调蓄能力不足。 建议在同三干渠胡
洞子右侧新建 200 万 m3 水库， 扩灌
五干渠李沿子右侧新建 350 万 m3 水
库， 扩灌六干渠白府都右侧新建 100
万 m3水库， 扩灌十二干渠南城拐子
一支干新建 100 万 m3 南城拐子水
库、200 万 m3陶庄水库， 提高蓄水池
调蓄能力。

每年 4—5 月灌溉低峰期向蓄水
池蓄水，6—8 月灌溉高峰期， 坚持渠
库联合调度的运行模式，以库补渠或
直接向灌区供水， 实现错峰调节，保
障适时用水，从根本上解决时段性缺
水的问题。

7.推进灌区信息化建设，实现
现代化灌区建设目标

按照宁夏水利厅提出的加快“资
源水利、工程水利、民生水利、生态水
利、智慧水利、法治水利”建设的总目
标，大力实施“互联网+泵站自动化”，
大力推进信息自动化建设，依托“互
联网+梯级扬水泵站” 的信息自动化
建设思路，以泵站综合自动化结合扬
黄灌区信息化为基础，全方位利用自

治区政府电子政务公网和政府数据
云平台的社会公共资源，实现固海扬
水灌溉工程泵站生产业务和灌区服
务的全方位覆盖， 实现泵站运行、工
程管理、 灌溉供水管理的自动化、数
字化和信息化管理。 加快推进灌区现
代化建设速度，确保在供水管理过程
中精准计量，以精准计量促进水权确
权到户、水权交易到位，推进节水型
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

8.改进灌区末级渠系管理，推
广新型灌区管理模式

进一步加强灌区村级管水组织
建设， 推广建立新型农民用水者协
会，大力推行灌溉用水管理的新型模
式。 加强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及人才
队伍建设，科学管水、依法管水，计划
用水、精准计量，实现水指标严分配、
严管理机制的双向执行到位，增强农
户节水意识和水权意识，促进良性运
行，推进灌区可持续发展。

9.强化灌区水资源管理责任和
考核制度落实

严格实施水资源管理考核制度，
把用水节水约束性指标纳入市县党
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
围。对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
保护主要指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对

节水型灌区建设建立政府推动全社

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建立节水激励和

补偿机制，加大节水载体建设和节水

宣传力度， 强化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引导公众支持、 参与节水型灌区建

设。 在发展中充分体现内涵发展、资

源节约、生态保护新理念，正确处理
好节水增效、农民致富、生态保护的
关系，为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生态文
明建设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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