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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节水优先
推进新时期我国农业节水高质量发展

赵 乐 诗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４）

摘　 要： 分析了新时代农业节水事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及存在问题， 指出了实现新时代

农业节水高质量发展的 ５ 个转变， 以“节水优先”作为根本方针， 提出了实现新时期农业节水高

质量发展的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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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节水工作， １９９８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把节水灌溉作为一项

革命性措施来抓， ２０１１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又明确提出把节水灌溉

作为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实施，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发布

了国家农业节水纲要， “十三五”期间， 相关部门

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发展的实施

意见， ２０１９ 年启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方案， 近 ２０

年来持续稳定地发展节水灌溉成为国家水安全保障

的重要内容之一。

“节水优先”的提出， 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

和战略的高度， 准确把握当前水安全新老问题相互

交织的严峻形势， 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的关

键选择， 回答了我国水治理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 是新时期的具体治水方略， 赋予了新时期治水

新内涵、 新要求、 新任务， 是新时代治水工作必须

始终遵循的根本方针。

１　 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对农业节水提出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方向， 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 我国节水灌溉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实现了由示范推广向规模化推进的转变。

全国灌溉面积由 ２０００ 年 ８ ９０ 亿亩增长到 １１ １２ 亿

亩， 节水灌溉面积由 ２０００ 年 ２ ４６ 亿亩增长到 ５ ５６

亿亩。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 支撑国家粮食安全、 推动乡村振兴、

实现农村生态安全对新时代我国节水灌溉高质量发

展提出了新要求。

１ １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新要求

尽管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增长， 但农产品

“总量基本平衡、 结构性紧缺” 的状况依然存在。

在农业种植结构不断调整、 粮食生产效益持续走低

的背景下， 灌溉农业将承担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品生

产任务，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以及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中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

１ ２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我国优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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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能力、 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亟待提高， 要按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 处理好节水与现代农业发展、 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全面推进灌区农业节水发

展， 建设生态型灌区， 构建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

适应的现代灌溉设施体系、 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与保障。

１ ３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提出了新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开展农

业节水灌溉建设是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有效

措施， 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有利

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有利于发展特色农业， 改善农民生产

劳动环境， 促进水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提升灌区

景观旅游功能， 为乡村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和农民

富裕以及民族团结、 兴边富民提供物质基础。

２　 现阶段我国农业节水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挑战

　 　 ２０００ 年以来， 节水灌溉发展经历了 １０ 年的试

点示范和 １０ 年的区域规模化发展， 我国已经成为

全球第一灌溉大国和第一节水灌溉大国， 近 １０ 年

是我国节水灌溉建设投入规模最大、 建成节水灌溉

面积速度最快的时期， 与此同时， 我国农业节水发

展也进入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的新

阶段。 但我国节水灌溉发展起步晚， 规模化推进时

间短， 地区发展不平衡， 要全面支撑国家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 实现乡村振兴， 面对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２ １　 集约高效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适应

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２０１７》 ［１］， 目前全国 ７ ０７０

万户家庭流转了承包经营耕地 ５ １２ 亿亩， 流转率

３８％ ， 土地集约化经营不断发展， 但我们同时发现

流转的土地中农户间转包占 ８０％ ， ５ ～ ５０ 亩规模的

小片土地流转是主要形式， 特别是“十三五”以来

土地流转的增速明显放缓。 因此， 一定时期内土地

流转经营与农户散户经营并存的现象必然客观存

在， 节水灌溉特别是高效节水灌溉集约化、 规模化

的技术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２ ２　 集约节约用水的灌溉工程体系仍然薄弱

农业节水的关键环节在供水过程和用水过程，

实现集约节约用水， 既要保证大中型灌区供水工程

体系高效、 节水， 又要保证田间采用先进的节水灌

溉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 在供水环节， 全国大型灌

区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仅为 ６５％ ， 中型灌区骨干渠

系完好率仅为 ５５％ ； 在用水环节， 全国节水灌溉

率 ４９％ ， 高效节水灌溉率仅为 ３１％ ， 与发达国家

仍有较大的差距。 总体上看， 深度节水控水、 集约

节约用水的灌溉供水工程保障体系仍然薄弱。

２ ３　 农业用水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总体上看， 要把农业节水落实到量上并切实节

约下来， 配套的措施办法、 有效手段仍然不多。 一

是灌溉用水定额与技术进步脱节， 部分省级定额成

果粗糙、 指导性差， 编制口径不统一， 省际之间缺

少协调， 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定额考核指标， 国家

主要作物灌溉用水定额体系正在建设中。 二是计量

设施配套水平低， 建设需求量大，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大型灌区干支渠计量率 ７０％、 斗口计量率 ３６％，

中型灌区斗口及以上分水口计量率仅为 １１％ ， 要

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设

施体系， 但从实际情况看， 除非国家层面集中开展

农业用水计量设施建设专项行动， 否则难以落地，

实现管控有招、 管控有力。

２ ４　 节水灌溉产品、 设备质量监督管理有待加强

以新疆为例， ２０２１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组织对 ３５ 家生产企业生产的 ３５ 批次产

品进行抽查， 检出 ２５ 批次产品不合格［２］。 除少数

大型生产企业外， 多数灌溉设备生产企业小而分

散， 且多以生产单项产品为主， 相当部分企业缺乏

自身发展能力， 技术改造困难， 生产条件落后， 难

以接受新技术， 产品陈旧、 缺乏创新， 节水灌溉新

技术、 新产品研发成果转化慢。

３　 积极推进新时期我国农业节水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

上强调， 治水要良治， 当前的关键环节是节水， 从

观念、 意识、 措施等各方面都要把节水放在优先的

位置。 推进我国农业节水高质量发展， 必须把水资

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坚决贯彻“以水定地、 以

水定产”， 全面落实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推进新时期我国农业节水高质量发展， 必须坚定不

移地将节水作为水资源开发利用、 保护、 配置、 调

度的前提， 把节水作为保障国家和区域水资源安全

的优先路径。 实现农业节水， 根在田间， 要在管

理，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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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转变农业节水发展观念

要实现农业节水从为农业生产服务向为生产、

生活、 生态服务转变， 统筹协调好农村生活用水、

农村生态环境改善； 要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

转变， 逐步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升级， 实现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高效节水灌溉建设协同发展； 要实现

从单要素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 推动沟、 渠、 田、

林、 路系统治理； 要实现从低标准低质量向高标准

高质量转变， 全面提升节水灌溉工程标准； 要实现

从仅重视灌溉管理向管理与服务并重转变， 为用水

户提供高效、 公平、 及时的灌溉服务。

３ ２　 构建完善的农业用水管理体系

进一步加快国家主要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体系

建设， ２０２１ 年底要全面完成覆盖粮、 棉、 油、 糖、

果、 蔬、 牧草等 １４ 个主要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体

系建设。 加大对地方灌溉用水定额应用的技术指

导， 逐步建立灌溉用水定额执行评估体系， 加快推

进各地开展以用水定额为基础、 以取水许可为约束

的农业灌溉用水水量（水权）分配。 完善大中型灌

区供用水计划管理制度， 落实大中型灌区用水计量

设施建设方案， 建立与供水服务和用水管理相适应

的计量、 监控设施体系， 全面落实农业用水总量控

制管理。

３ ３　 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

以粮食主产区和黄河流域灌区为重点， 加快推

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统筹谋划和

实施好“十四五”１２４ 处大型灌区、 １ ０００ 多处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进一步提高灌区骨干

渠系输配水效率， 加快推进灌区水量配置、 计量配

套、 信息化管理等能力建设， 提升灌区工程节水和

管理节水能力。

３ ４　 持续推进农业节水区域规模化发展

积极会同农业农村部做好“十四五”节水灌溉

发展规划， 持续推动农业节水区域规模化发展， 力

争“十四五”建成节水灌溉面积 ７ ０００ 万亩。 按照东

北节水增粮、 华北节水压采、 西北节水增效和南方

节水减排的策略， 指导地方推进土地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适当压减高耗水作物种

植面积， 因地制宜推广微灌、 喷灌、 管灌等高效节

水灌溉和水肥药一体化及覆膜保墒等农业节水技

术。

３ ５　 建立节水产品、 设备市场准入制度

逐步建立节水灌溉产品、 设备市场准入机制。

按照相关产品技术标准， 有重点地对节水灌溉发展

较快的地区， 组织开展产品质量抽查与监督， 建立

产品质量不达标企业黑名单制度， 完善农业节水产

品、 设备市场准入， 强化节水认证认可， 实行节水

装备、 产品质量评级和市场准入制度， 推行水效标

识、 节水认证和监督管理， 规范农业节水产品、 设

备市场， 淘汰水效等级较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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