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区立足区情、水情，紧紧围绕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产业用水安全等重点，不断深化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探索建立农业水价形成、精
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工程建设和管护用水管理

“四项机制”，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化灌区建
设。现代化灌区建设带来的红利开始释放：农业
用水权确权全面完成，用水指标刚性约束不断强
化。灌区末级渠系全部执行新水价，用水户“省水
就是省钱”的意识持续增强。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
由2016年的0.511提高至2022年的0.57，农业用水
占比由2016年的86.1%降至2022年的80.9%，自治
区“六新六特六优”产业发展有了可靠保障。

但灌区基础设施欠账多，多元化投融资机
制尚待健全，资金筹措难度大；运行管理方面还
有短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高，现代
化灌区建设任务依然比较重。引黄自流
灌区是宁夏灌区的核心地带，
也是最大农业节水

潜力所在。
据介绍，利通区成为全国第一批深化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 10 个试点县
（区）之一。青铜峡灌区（汉延渠和秦汉渠灌域）、
隆德县渝河库井灌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数字孪
生灌区先行先试建设试点，宁夏现代化灌区建设
踏上了新征程。

2023年 3月，吴忠市利通区与宁夏水发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了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项目特许
经营补充协议，全灌域农业灌溉社会化运营服务
在宁夏诞生，政府和企业将深度探索创新现代农业
供水“投、融、建、管、服”一体化现代化综合服务新模
式，让更多市场之力守护“幸福水”，而宁
夏引黄古灌区松散

的、经验式的漫灌方式将从历史舞台加速隐没。
下一步，自治区水利厅将牢牢把握有利于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利于灌区可持续发展
和良性运行、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现代化
灌区建设、总体不增加农民种粮负担的原则，
抓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牛鼻子”，加快推进全
区现代化灌区建设，为保障自治区粮食安全和

“六新六特六优”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水利
支撑，让“塞上江南”风貌更优、更
美，让“天下黄河富宁夏”永惠
子孙后代。

抓住“牛鼻子” ——加快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

我们正在经历这一过程，见证这
一过程。这样巨变的宁夏引黄灌区
值得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记录。

这里的“我们”，也有你！

水利兴则国兴，水利事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美好生态环境、人民幸福生活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
显。黄河在宁夏境内虽然不到其总长的十三分之一，却占黄河之利，自古以来，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人就
在此筑坝修渠，引黄灌溉，2000多年间，不断延续，演绎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精彩篇章。

如今，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如何让“天下黄河富宁夏”永惠子孙后代，宁夏人民进行了新的探
索，开始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宁夏现代化灌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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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黄河如何永惠宁夏
——探寻宁夏现代化灌区建设

闸门一开，黄河水
来，从每年 3 月进入灌
季开始，宁夏大地上，
无数个“天下黄河富宁
夏”的故事就开始上
演：25 条干渠引导黄
河在平原和高原之间

“腾挪转移”，1057 万
亩的小麦、水稻、玉米、
枸杞、葡萄和蔬菜等作
物，在水的催化下换着
姿态，以渠、沟、桥、闸、
坝、滩为名的乡镇、村
庄和农场，在水的描绘
下变了颜色，由黄到
绿，由绿到五彩。

宁夏，因 黄 河 而
生、因黄河而兴，如何
从农业用水占总用水
量 80.9% 的困境中解
脱？如何实现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综合
利用、高效利用？如何
让“天下黄河富宁夏”
永惠子孙后代？连日
来，记者走访青铜峡
大型灌区，尝试挖掘
宁夏人民近年来创新
的新办法、积累的
新经验。

青铜峡市是宁夏引黄灌区精华地带，黄河穿
境而过，被誉为“九渠之首”，占尽灌溉之利，亦藏
农业节水潜力。

5月 29日，夏灌之前，宁夏渠首管理处 3名干
部下灌区调研用水需求，青铜峡市瞿靖镇灌溉服
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自国提出了申请：“如果
6月 10日，唐徕渠、西干渠、大清渠、汉延渠集中
开始夏灌，我们占总面积 85%的制种玉米和直播
玉米灌溉周期可能被拉长，不仅成本高而且浪费
水，所以申请一下，能不能提前到6月5日灌？”

实际上，该灌域处于四大干渠中上游，以前
大水漫灌，谁家想灌，渠口一豁就能淌水，灌完了
纵水入沟。近年来，宁夏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
原则，率先在全国出台用水权改革实施意见和

“十四五”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推动用水方式向
节约集约高效转变，现代化灌区建设取得飞跃式

发展。
“水资源珍贵，土地珍贵，要靠集体的力量，

才能种好地，多增效。”黄自国告诉记者，从去年
开始，村里土地流转率上升到 70%后，各类作物
实现了精细化管理，灌水成功实现了“一把锹”专
人淌水，统一标准、统一管理，还有用水预警和水量
进度，在用水计划达到80%时，心里的弦就绷紧了。

土地集约、水资源节约后，瞿靖镇土地流转
费、温棚承包费一年内每亩涨了 300 元。同时，

“北支渠 3420亩地节约了 50万立方米水，由青铜
峡市收储流转给红寺堡区，126450元交易费，4村
500多户节水户都受益。”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现代化倒逼农业生
产方式加速调整。宁夏农垦连湖农场有限公司
以建设高标准农田和科学种田而著称，曾连续
6 年小麦亩产超过 500 公斤，却戴了多年亏损的

帽子，2022 年，终于打了一场扭亏增
盈翻身仗。

“农场处在大清渠渠稍段，以前，农作
物要么六七天见不上水，要么被退水淹死，真
是有苦难言。我们就安装了 20多个泵，抽取进入
排水沟的上游尾水灌溉。”宁夏农垦连湖农场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沟里没有水，
以前的老办法行不通。近年来，宁夏农垦连湖农
场有限公司调整种植结构、进行规模化经营，水
费从最高 132万元减少到 40万元。今年，又扩大
规模，进行高效节水改造。

在连湖四队 800 亩高效节水农田里，管理
员董自明指着一拃长的玉米苗开心地说：“你
看，这苗出得多齐整，后期管理成本每亩也要降
100 元到 200 元，再加上精准滴灌、施肥，比常规
种植好很多。”

大块田喊来“一把锹” ——“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

“秦汉筑渠水利先，千秋流出米粮川。”吴忠
市利通区自古沟渠纵横，灌排发达，既有自流灌
区又有扬水灌区，水利设施比较完善。2017年，
成为全区现代化灌区建设试点之一，经过 6年的
先行先试，探索出一套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
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灌区“利通模式”。

利通区的现代化灌区建设路径，可以说是
“新木桶原理”的成功实践。提标升级水利工
程设施是一个好的“桶底”；四项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是“木板”；这是一项综合改革，需要每条

“木板”齐头并进，木板的“缝隙”则靠政府和市
场两手发力、宣传手段用力，引导多方参与去
黏合。

利通区借助大型灌区续建更新改造工程的
实施，开展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和水计量设施建

设，让干渠及以下支斗渠砌护率达到 100%，农渠
砌护率达到 92%，干沟、支沟、斗沟、农沟治理率
达到 65%以上；基层站所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
灌区干渠直开口计量率达到 100%以上，这为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按方收费及用水权确权成果应
用奠定工程基础，也为公平、精准、高效的水利管
理提供了支撑，而 26万亩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为用水户实现增产增收奠定基础。

如果说“提标升级工程设施”保障了灌区运
水“经脉”提质增效，那么，创新体制机制则支撑
起了灌区发展的“骨骼”。

利通区现代化灌区批复总投资为 13.99 亿
元，若由地方政府单一投入，则无法满足标准高、
投资大、范围广的建设要求，若借传统项目投资
亦难完成建设任务。利通区则引入社会资本，解

决“钱少”的问题；严守用水“红线”，精准核定用
水权，将 2.84 亿立方米黄河水分配到 60 万亩农
田，解决“水少”的问题；开展水价测算，全面执行
运行水价，解决“浪费水”的问题；创新服务组织，
开展基层水利市场化服务，按照“项目公司+合作
社”的模式全域推进末级渠系小型水利工程市场
化运行管理，项目公司对全灌域的灌溉工程开展

“建、管、服”的整体运行管护，解决了工程“管不
好”的问题；进行节水奖励，用价格杠杆激活节水
动力不足问题；开展水交易，打通节水增效路径，
解决了用水结构失衡的问题。

目前，利通区群众节水意识发生了从“要我
节”变成“我要节”的转变；政府对高效节水灌溉
设施的态度从“要我建”变成“我要建”；参与投资
的企业行为也从“让我投”变成“我要投”。

打造一个好“木桶” ——古老灌区“由内而外”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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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区建设 篇

个时间尺度理解宁夏引黄灌区
本报记者 裴云云

流淌千年的
唐 徕 渠 ，造 就 了
贺 兰 山 下“ 野 绿
青 禾 一 望 同 ”的
美景。

青 铜 峡 市 瞿
靖 镇 灌 溉 服 务
专 业合作社负责
人介绍，用水权精
准确权到每一块
田地。

5 月底，宁夏
渠首管理处大清
渠所干部职工，走
访灌区了解水情、
农情，为科学调配
水量做准备工作。

宁夏三大扬黄工程托举黄河上高原，创造了“旱塬变绿
洲”的奇迹。图为宁夏固海扬黄工程长山头渡槽。（资料图片）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均本报记者 裴云云 摄

第1个时间尺度 2200年来的宁夏引黄灌区

自秦汉以来，历代治水先贤和当地群众励精图治、依水就势，开引黄河灌田，开辟出秦渠、汉渠、唐徕渠等奔流不息、润泽当代的
古渠系，创造了行之有效的治水技术，确立了一套权、责、利相互制约的灌溉管理体系，孕育了黄河文明、农耕文明的支脉。

第2个时间尺度 70年来的宁夏引黄灌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引黄灌区的旧有渠道进行了整治和改造，而且相继建设了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固海扬水工程、陕甘宁盐环定扬黄工程、宁东
供水和典农河等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初步形成了全区灌溉、供水、防洪、水土保持等工程体系。宁夏北部平原近520万亩的自流灌区和中部干旱带近
100万亩的扬黄灌区，搭建起宁夏当今引黄灌区的基本框架，不仅造就了“十大新天府”的盛景，而且创造了“旱塬变绿洲”的奇迹。

第3个时间尺度 20年来的宁夏引黄灌区

宁夏地处干旱地带，尤其是随着黄河水量的持续偏枯，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我们以节水型社会建设为主，以高效利用水资源为中
心，拓展和延伸治水的内涵和外延。我们踔厉奋发、守正创新，让 300多万群众告别了喝水难的苦涩历史；让全区三分之一灌溉面积实现高效节水灌溉；让每
年的黄河引水量由最高年份的89亿立方米稳定在65亿立方米左右，促使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加快转变。

第4个时间尺度 10年来的宁夏引黄灌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
水资源管理，初步建立起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兼顾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安全保障体系。
宁夏引黄古灌溉区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塞上江南”有了“世界名片”；我们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持续深化“四水四定”等重大水利改革；西海固地区农村供水数字化改革，
让百万农民实现从“喝水难”到“喝好水”的历史性巨变，向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宁夏方案；

我们率先开展用水权改革，成为深入破解水难题的关键一招；全面推进现代化灌区建
设，30%的干渠直开口实现测控自动化和精准计量，控制灌溉面积达 273 万

亩，并在实践中形成的“利通方案”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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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祖 籍
在甘肃庆阳，那

是个“水贵如油”的
地方。“要是黄河从家

门口过该是多幸福”，这
句话常挂在乡亲们嘴边。

上班后，在宁夏第一次看到
“家门口”的黄河，心中升起无限的

满足，而当我听到宁夏人为用好母亲
河所做的创新和努力，又心生无限敬意。
宁夏，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是沿黄

河 九省区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水资源

问题考虑进去，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发展节水产业；要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严格用水总量
控制，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用水，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城镇
等领域节水。

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要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
原则，优化配置水资源。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推动先行区建设取得
新突破的意见，提出要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在采访中，记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四水四定”是宁夏当前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必答题”。推进“四水
四定”的速度、深度，反过来也标注着工作的强度、难度。

“灌区基础设施欠账多，现代化灌区建设任务重”“灌区建设投资
大，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不健全，资金筹措难度大”“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不高”……采访中不少干部说出了切身感受。开创一片新
的天地，时间紧、任务重，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相互叠加，既无经
验可鉴，也无先例可循，问题与挑战空前复杂。但正因为黄河水的珍
贵，所以才要更加珍惜，更加高效利用。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6月的塞上，在蓝天之下，沿
河两岸，一个个崭新的、动人的黄河故事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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