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灌溉，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效益 “坚持试点辐射带动，积极指
导隆德县全面落实‘四水四定’试
点工作方案，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带动市域其余县区齐头并进，
确保‘四水四定’工作在全市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固原市水务局相
关负责人说。

农业节水增效扎实推进，全面
推进适水种养、量水生产。2023年
年底，固原市累计发展高效节水灌
溉 78万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达
0.763。工业节水减排有力有序，严
格高耗水企业取水许可、计划用水
和用水定额管理，鼓励引导企业实
施节水技改，矿井疏干水利用率达
33%，工业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
85%，万元 GDP用水量 38.3吨，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制在 22吨
以内。

服务业节水降损卓有成效。
固原市以累进加价收费为约束限
制服务业高耗水行为，严控洗浴、
洗车、洗涤、宾馆、人工滑雪场等
高耗水服务业用水，推广运用循
环用水技术和减损降耗工艺设
备，非常规水利用量达 0.064亿立
方米，市县级公共机构节水单位分
别达 183 个和 1681 个、分别占比
93.8%和 97.3%，节水型社会达标县
建成率达80%。

“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
管理，坚决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
把每一滴水都用在关键处。”固原
市水务局法规与水政水资源管理
科科长米粒说，实行水资源刚性
约束制度，严格按照年度水量分配
和调度方案，推动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

固原市推进“四水四定”过程中，对标
自治区“四水四定”实施方案，强化顶层
设计，制定《固原市“四水四定”主要指
标（2024—2027年）》《固原市“四水四
定”重点任务（2024—2027年）》《固
原市 2024 年“四水四定”工作要
点》，明确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
表，将一张管水蓝图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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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四定”宁夏在行动之固原篇

编者按

6月 19日至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保护好黄河和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的生态环境，是宁
夏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要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夏日，行走在固原大地，庄稼地、蔬菜田成片铺陈。固原市地处黄河流域上中游黄土高原沟壑干旱山区，总
面积1.05万平方公里。全域属黄河流域上游下段，无过境客水，水资源主要依靠天然降水补给，多年平均降雨量
472毫米，多年平均降水总量50.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为5.826亿立方米。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分配固原市用水指标 2.9亿吨，耗水总量 2.78亿吨。今年，自治区分配固原市取水总
量为2.819亿吨，其中生活0.474亿吨，工业0.16亿吨，农业2.185亿吨。

固原市主要河流有清水河、葫芦河、渝河、泾河、茹河，流域面积 1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达 320条，河道基
流主要依靠天然降水补给。现有中小型水库192座，总库容9.31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432亿立方米。

近年来，固原市全面实施节约战略，巧用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四水四定”金钥匙，
破解水资源瓶颈。探索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相适应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有效推进水资源向
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转变。

打好节约牌，
让每一滴水都迸发出活力

本报记者 剡文鑫 见习记者 师 越 常 宽 郭小立 文/图

“这已是今年第二茬了，看这叶片多嫩。”6月 24日，
在隆德县沙塘镇新民村，种植户张红选指着绿油油的蔬
菜说，第二茬芹菜7月下旬上市。

“以前大水漫灌，打开水闸，水就哗哗地流，有的地
方被水泡，有的地方还干着。忙乎一天，有些地还浇不
透。”张红选说起以前大水灌溉颇为无奈，由于浇水不均
匀，经常需要补苗，导致农作物长势也不好。

为改变粗放式的灌溉方式，2016年隆德县对渠道进
行改造，用管道替代明渠，滴灌和喷灌替代大水漫灌。

“现在灌溉几十亩田，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谈起今昔变
化，张红选感慨不已。

灌溉方式的改变，也让张红选的收入越来越丰厚。
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水精准输送到植物根部，不
但不浪费一滴水，还让蔬菜有了充足的水分滋养，使产
量大增。

“过去蔬菜亩产四五吨，现在亩产 15吨。”今年，张
红选第一茬种植 40多亩芹菜外销，纯收入 40多万元。
张红选的种菜增收诀窍，在隆德县沙塘水利工作站得到
佐证。

“水利站负责 4个乡镇农业用水，48座库坝，灌溉面
积 3.6万亩。”沙塘水利工作站站长王彦军透露，现在种
一茬蔬菜用水量 140吨，相比早期采用明渠大水漫灌，

农业用水节约一半。
“依托城乡供水工程、库坝水系连通工程等输水载

体，建立‘长藤结瓜式’灌溉体系，节灌面积达到 10.78万
亩。”隆德县水务局副局长张慧敏介绍，通过库坝联蓄联
调，构建“南水北调、丰枯补给”水资源合理配置体系，探
索出水土流失治理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用水模式。

近年来，隆德县累计投资 2.53亿元建成边庄水库等
12个重点水利项目，形成以城乡供水工程为主线，覆盖
5大流域、连通 25座库坝和 12处农村饮水工程的“一纵
五横”水资源配置体系，新增供水能力 640万吨，年内可
调节水量67.2万吨。

“管道铺设沿途，每隔 50米安装一个给水栓，并装
置流量计，老百姓刷卡就能用，省水又方便。”从事水利
工作 30多年，王彦军见证了用水方式的改变给群众生
产生活带来的好处。

水计量收费，让每一滴水用得明明白白。
“地下水灌溉计量，以缴纳电费多少衡量，种植 1400

亩蔬菜 1年需要 5000元，成本减少过半。”西吉县兴隆镇
下堡子村露天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蒲国良介绍，灌溉用
水采用计量收费，实现成本可控。

“已对全县 1200眼机井安装计量设施，水库全覆
盖。”西吉县水务局水资源室主任王德亮介绍，全县农业
用水计量设施已安装完成 50%，今年计划安装 400多套
计量设施，使水计量设施安装率达 60%以上。

西吉县深化用水权改革，完成县域农业、工业、规
模化养殖业用水权确权，确权总水量 4132 万吨。通
过稳定农田灌溉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灌区改

造提升，建成高标准农田 25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7.09万亩。

“推广喷灌、微灌等高效灌溉技术，高效节水灌溉率
73%以上，农业用水占比由 82.8%下降至 70.4%，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 0.768。”西吉县成立 15个用水合作
社，高效利用农业灌溉用水。

如今，发展现代化灌区高效节水农业，计量科学用
水，已成为固原市各县区缓解水资源紧缺状况，发展壮
大特色优势产业、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根据土地墒情精准锁定需要浇水的地块，控制水
量，解决了大田灌溉粗放、水资源浪费等问题。”六盘山
雪川农业（宁夏）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全旺说，将地下水抽
取后，采用智能主控器调节机器转速控制喷水量，将水
肥输送到植物根系。

2020年，该公司流转土地 2200亩，规模化种植冬小
麦、玉米和马铃薯，通过计量灌溉，马铃薯、玉米亩均

用水量 200吨，小麦亩均用水量 100吨。“按照亩均节
约 90吨水计算，基地 1年可节水 20万吨，既减少了生产
成本，又增加了收入。”王全旺说。

近年来，固原市原州区实施现代化灌区项目，通过
配套精准计量、水肥一体化、测控一体化等智能化系统，
实现阀门远程监控、定量供水、自动测水、精准配水的目
标，提高灌区水资源利用率。

“通过封闭式管道输水，降低了水资源损耗，农业灌
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756以上。”固原市原州区水务局
相关负责人马尚贤介绍，随着滴灌节水技术推广，促进
农业种植结构转型，保证农业产量稳定提高，进一步夯
实灌区农业生产基础，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近年来，固原市农业灌溉加快实施现代化灌区节水
改造项目，推进末级渠系用水计量设施建设，先后落实
资金 3052万元，安装农业计量监测设施 3717套，计量安
装率达64%。

计量收费，让每一滴水都用得明明白白

“现在不仅人能喝上水，牛都喝上了自来水。”彭阳县
白阳镇中庄村村民何国武打开水龙头，一股清水瞬间注
满石槽，一头头肉牛膘肥体壮。“过去，靠天吃水，牲畜饮
用沟道河水，没有保证。”看着32头牛欢快饮水，他说道。

2017年，彭阳县开展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完成
自来水入户 1.1万户，改造 1.4万户，全县饮水安全覆盖
率、水质达标率均达到100%，自来水入户率达99.8%，供
水保证率达96%。

“探索投、建、管、服的‘互联网+城乡供水’管理模
式，实现了由人担驴驮到手机买水的巨大改变。”彭阳县
城乡供水管理总站相关负责人尚旭强介绍，从水源地到
用水户的每个供水环节，实现运行、调度全程自动化
运行。

在彭阳县城乡供水管理总站调度室，全县所有水源、
水厂、泵站、调蓄池、用户表井等情况，全部显示在屏幕
上。“你看，点开手机就能查看水费、交水费的明细。”村民
李殿明拿起手机演示，他家水费剩36元，还够用半年。

“互联网+城乡供水”的神奇不止如此。近年来，彭
阳县落实农业灌溉用水定额管理，根据种植作物种类和
灌溉面积，制定灌溉计划，严格分配用水指标。通过更
新改造田间计量设施、自动化控制系统、远程监控等智
能化设备，实现农业灌溉精准节水。

“现在浇地只用 5吨至 6吨水，比原来节省一大半。”
彭阳县城阳乡涝池村小庄组村民虎儒勤说。白阳中心
管理站通过引水上山，为长城村、涝池村等村 2.6万亩土
地提供灌溉用水。

“为了实现农业灌溉精准节水，进行自动化改造，由
过去每班 4人运行，变为现在每班 2人运行，改变大水漫
灌方式，配套建设蓄水池。”白阳中心管理站站长王俊仁
介绍，灌溉水采用智能化管理，实现对每一滴水的控制。

彭阳县整合茹河骨干供水、北部调水、取水工程计
量设施升级改造等在建项目智能化监测系统和计量设
施，建设现代化灌区，骨干供水工程计量率达 100%，田
间工程计量率达85%。

2023年以来，固原市实施“互联网+城乡供水”项目，
自动化设备全部上线，实现了泵站、蓄水池、管网的自动
化智能控制，可在线实时观测各泵站、蓄水池管网运行
状况，实现了用水户对用水量、水费的在线查询和缴纳
等，城乡供水实现了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同监管。

智能管水，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关键处

近日，在泾源县六盘山镇蒿店村军盛草畜专业合作
社，工人忙着采摘食用菌。“最近气温适宜，每天都有新
菇长出来，如不及时采摘，伞盖长得太大就会影响品
质。”该合作社负责人赵军指导工人抢时间采摘。

“去年种植中药材和食用菌 500亩，效益很好。今
年计划扩大规模，再种 500亩。”赵军说，在发展产业过
程中曾遇到资金周转困难，通过用水权抵押贷款 30万
元，解了燃眉之急。

泾源县在严格控制用水总量、盘活水资源存量的基
础上，通过颁发“用水权证”，促进用水户节水和交易的
积极性。“用水权抵押贷款比正常贷款利率还要低。”赵
军品尝到用水权抵押贷款的甜头后，决定明年用水权证

到期后，重新申请，增加贷款金额。
泾源县深化用水权改革，建立健全用水权回购、收

储调控等机制。创新用水权收储模式，引导国有企业和
金融机构参与用水权收储交易；建立健全用水权交易收
益分配和监管机制，引导鼓励用水户将闲置用水权交易
出售。创新“合同节水+水权交易”等模式，鼓励社会资
本直接参与节水工程建设及运行养护。支持金融机构
开发用水权抵（质）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研究推进节水贷
等产品。

用水权确权不仅让“节水增效”变为现实，又盘活了
当地丰富的水资源，为广大群众带来了实惠。2022年以
来，固原市累计开展用水权交易 16笔，交易水量 6004万

立方米，交易金额达5977万元。
“畅通用水权交易平台，紧盯确权、赋能、定价、入市

4个关键环节，健全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初步形成了‘资
源有价、使用有偿、交易有市、节约有效’的新机制。”固
原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固原市通过严控水量分配，完成确权成果复核，农
业用水应确尽确，确权面积 100.47万亩，225家工业用水
权确权全覆盖、规模化畜禽养殖业定额确权 531户，确
权水量18594万立方米。

用水权改革运用市场化机制引导水资源向新质生
产力、高效益领域流动，让每一滴水都迸发出活力，发挥
出最大效益。

水权改革，让每一滴水都创造更大价值

山清水秀的固原山清水秀的固原。。

美丽乡村镶嵌
在绿意浸染的固原
山川中。

隆德县沙塘
镇新民村种植户
张红选，采用节
水 灌 溉 技 术 浇
地，节水又增产。

固原高效利用水资源，发展菌菇等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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