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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的生态灌区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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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生态灌区建设与管理存在的产业与资源低效、灌溉水质恶化、生态多样性降低等问题,以
乡村振兴战略为理论指导,从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要求出发,探讨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下的生态灌

区建设与管理,提出了农业质量产量底线、生态与环境底线和资源开发利用上限的生态灌区建设与

管理三条红线,指出生态灌区应向粮食增产提质和其他产品有效供给、生态环境优美宜居、资源保

护与高效利用方向发展,为实现生态灌区可持续型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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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irrigation districts under guida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 /
ZHANG Zezhong1,2, LI Na1, LIU Fa3, QI Qingqing1, REN BO1(1.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2. College of Henan River Chie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3. Department of Beijing East Water to West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192, China)
Abstract: Problems exis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irrigation district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in
industry and resources, irrigation water deterioration and decreased ecological divers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ts 20 words general requirements,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irrigation distri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ere discussed. Three red 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district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baseline of agricultural quality and production, the
baselin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upper limit of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 ecological irrigation
districts should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effective supply of food production and other products, perfection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protection and high鄄efficiency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This paper provides scientific references of
sustainable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r ecological irrigation districts.
Key words: ecological irrigation district; rural revitalization; food security; three red lines

摇 摇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

战略冶对“三农冶工作做出了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农

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

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巨大推动作用[1]。
灌区的发展关系着我国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

现代化发展成败的关键。 目前,受人类不合理活动

等因素影响,我国灌区出现了耕地数量减少、耕地质

量降低、化肥农药施用过量、农产品质量低下、粮食

安全压力增大、灌溉水资源减少、生物质资源浪费、
有机肥弃用、太阳能风能利用率低等产业与资源低

效问题;此外,大多数灌区还出现了面源污染严重、

灌溉水质恶化、生态多样性降低等生态与环境问

题[2鄄4]。 因此,灌区矛盾主要由粮食产量不足与人民

富足需求的矛盾,转变为产业质量较低、绿色环境压

力大、资源利用效率低与生态灌区可持续绿色发展

之间的矛盾。 随着灌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和人民

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灌区建设与管理需要不断向

生态型思路转变,即传统灌区向生态灌区转变。 生

态灌区如何界定,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

的见解[5鄄8],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生态灌区就是

在传统灌区的基础上,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理念建成的“人 自然 社会 经济冶复合生态系统,
即输出效率高,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健康且经济

良性循环,整个灌区处于可持续型绿色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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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生态灌区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模式仍处于

发展阶段[8鄄11]。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需要因地制宜,形成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增强灌区活力,
扎实推进生态灌区建设与管理,使灌区真正成为山

清水秀、天高云淡、风景如画的生态宜居乡村。 生态

灌区建设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着力点:农产品

增产提质和产业融合是根本,这对粮食安全、产业价

值体现及灌区生活质量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生态环境良好是关键,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有助于促

进生态灌区绿色发展,保障灌区生态宜居,提高灌区

内在生态价值;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是基础,能保障

灌区可持续绿色发展。 针对目前灌区暴露的问题和

发展需求,笔者提出了生态灌区建设与管理三条红

线,旨在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宏观背景下灌区可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摇 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的生态灌区建设

当前,传统灌区面临农业、生态与环境、资源等

一系列问题,生态灌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由工程效

益最大化向农业生产高质量、生态环境良好、资源高

效利用等多重任务发展,突出农业进步与产业融合、
生态修复与环境改善、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科学管

理与灌区美好幸福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1. 1摇 农业进步与产业融合

灌区的面积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 / 8 左右, 却

生产了全国 1 / 4 左右的粮食, 创造了全国 1 / 3 以上

的农业生产总值[12],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灌
区建设要加强农业进步与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粮食

增产提质和其他产品有效供给。
生态灌区建设与管理第一条“红线冶,即农业质

量产量底线,是生态灌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体现了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的国家政策观念。 农产品怎样

增产提质是关键,需要做到“两防止、两加强、一改

进、一融合冶。 淤加强化肥农药合理使用,防止不达

标污水灌溉,防止耕地减少,严守耕地红线,积极推

进耕地质量监测和健康评价,做到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者协调统一发展,为农作物的高产高质提供

基础条件。 于依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改进农

业结构和生产模式,促进农业由增产向高产提质转

变;打造生态灌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构建“有特

色、有品质、有空间冶的发展格局。 盂加强灌区智慧

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的机械化和智能化,推进农业

生产全程控制和监测,保证农田排灌工程配套齐全、
设备先进,扩大农业规模化生产,进行全自动化的农

业生产,全方位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低耗、高产高

质。 榆三大产业融合发展。 日本学者提出的“第六

产业冶概念,就是通过发展加工企业、旅游业、休闲

农业、农产品物流、互联网+农产品电商等产业链

条,构建全产业链,其核心原理在于利用乘法效应实

现三大产业融合发展,这与我国提倡的产业融合发

展具有相似的内涵,其有关制度建设与政策发展等

方面对我国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1. 2摇 生态灌区生态修复与环境改善

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下,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增

长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灌区发展的关键,代表着

灌区的外在美和内在质量。 灌区建设要牢牢把握生

态灌区建设与管理第二条“红线冶,即生态与环境底

线,其内容包括有效控制灌区面源污染[13],禁止用

含有毒有害污染物和重金属的污水灌溉,减少沟渠

水土流失,在满足防洪要求前提下保持排水沟生态

化和河道自然化生态化等。
1. 2. 1摇 控制面源污染

控制面源污染是生态灌区生态修复与环境改善

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措施:淤严

格控制农药的使用,通过宣传培训加强农民对农药

使用方法和施用标准的认知;大力推广普及精准化

施药技术和高效低毒农药,完善农药使用风险评价

标准体系。 于防治化肥的滥用多用错用,制定重金

属和有毒物质的标准体系;改进施肥方式,推广精准

施肥,逐步引导施用有机肥。 目前,水肥一体化技术

在农业应用中已经较为成熟,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和

我国西北部省份率先实施水肥一体化,取得了明显的

节水、增产、减肥效果[14]。 盂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完
善有关废弃物综合利用政策,使用沼气发电和生物天

然气,将畜禽粪便废弃物和沼渣沼液收运还田,实现

垃圾资源化,达到环境保护和资源高效利用双赢。
1. 2. 2摇 改进污水处理技术

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指出禁止超过指标的各种

污水和相关污染物进入农业农村。 针对含有类似有

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的污水排放和灌溉等不良现象,
生态灌区要建设和改进污水收集及处理系统、水质

监测系统,制定污水排放、灌溉标准指标和未达标污

水排放、灌溉禁止行动计划,针对不同污水采取不同

措施。 淤对于生活污水,考虑处理之后的用途选择

合适的处理方式[15鄄16]。 例如,灌溉用水对氮和磷的

去除率要求不高,满足 GB 5084—2005《农田灌溉水

质标准》即可;景观等用水对水质要求相对较高。
于工业废水因其含有重金属等多种有毒有害成分,
不能直接排放,需要采取“源头 总量 末端冶三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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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原则进行控制治理;严格监督排污许可证的实

施和管理,处理后的工业废水应满足排放标准。
盂在资源化利用的基础上,将养殖废水经处理后回

用,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1. 2. 3摇 加强生态沟渠建设

一般来说,传统混凝土渠道可以减少输水损失,
但是会导致某些生态功能破坏,降低渠道自净能力,
需要采用先进材料及生态型沟渠结构,使得沟渠建

设具有科学性与规范性。 淤在满足行洪排涝、边坡

稳定、安全性及防止水土流失等前提下,因地制宜,
尽量保持天然沟渠原本的生态系统不会被破坏,增
加生态多样性。 何军等[17]通过研究表明,在支沟 干

沟排水沟渠建立生态护岸及护底工程,在毛沟 斗沟

排水沟中适宜的地方种植当地生态植被,可以实现灌

区沟渠生态化。 于优化选择渠道的衬砌位置、衬砌长

度、衬砌材料等,使得渠道衬砌达到最优效果。
1. 2. 4摇 改善土壤生态环境

土壤存在的重金属污染、有机污染等严重威胁

着灌区土壤生态环境,进一步制约农业、环境与资源

等多方面发展。 因此,土壤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生

态灌区建设与管理重要内容之一,可采取以下 3 种

措施:淤实时利用网络、遥感等技术对土壤环境进行

监测监管,根据土壤污染的程度与类型,考虑灌区的

经济状况等,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例如物理、化学、
生物以及联合修复技术。 于防止生产和生活对土壤

造成污染,具体包括防止工业污染(例如,排出的废

水废渣对土壤的污染);防止农业污染(例如,大量

使用化肥农药,不合理的灌溉时间、灌溉技术等对土

壤的污染);防止人为因素导致的土壤污染(例如,
塑料等垃圾直接填埋,缺乏土壤“保护优先冶理念

等);防止生物污染,减少寄生虫、致病原体等。
盂完善生态灌区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及标准,推
进土壤环境评估及治理。
1. 2. 5摇 优化灌区种植结构

在井灌区,特别是已经形成地下漏斗的灌区,要
以水定粮,以水优构,优化种植结构,优化机井组合,
防止机井布置过密,防止灌溉开采地下水过多。 既

发挥机井效率,满足农作物供水要求,保证农作物正

常产量,又要维护灌区良好的生态与环境。
在井渠结合灌区,因地制宜,合理地安排渠井双

灌和渠井交叉轮灌形式,提高农业用水的保证率,保
证农产品的质量产量;同时,做好引水补源工作,做
到井水采补平衡,逐渐修复灌区地下漏斗或防止发

生地下漏斗。
1. 3摇 生态灌区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

灌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能源,有效保护与高效

利用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即
“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冶就是生态灌区建设与管理的

第三条“红线冶。 生态灌区的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

要有合理上限,保持和提升资源再生能力,助力生态

灌区可持续发展,有效保障灌区人民生活富裕。
1. 3. 1摇 土地资源

虽然灌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但是我们进行生

态灌区建设与管理仍要惜土如金,加强土地资源的

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 淤按照不同分区进行用养结

合,合理划分农、林、牧、渔、草、住宅以及工业用地,
根据生物链良性发展理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

论,加强各个区域之间的协调性;构建完整的土地利

用规划体系,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定期对土

地利用现状及规划进行公开公示,使居民及时了解

土地利用相关状况,为灌区土地利用规划体系提出

宝贵意见[18],为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奠

定坚实基础。 于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不协调问题;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内

容,建立管护体制,加强建设后的第三方评价,保证

科学合理规划的有效实施;在建设过程中,根据不同

分区的资源因素确定各区合适的发展模式,保证高

标准农田高效益的发挥[19]。
1. 3. 2摇 水资源

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是生态灌区建设的两大严

重问题。 我国大型灌区从 2000 年开始陆续进行节

水改造工作,不断向节水型生态灌区发展[12]。 生态

灌区需要以习近平新时期“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冶的治水思想为指导,加强水资源

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
a. 在工程、技术和管理三方面加强节水,助力

水资源有效保护与高效利用。 淤在工程方面,在输

水环节采用节水工程,防止渠道渗漏等损失。 于在

技术方面,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减少高耗水农作物的

种植面积;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和高效节水灌溉设备,
推进灌溉机械化水平,利用遥感等高科技对作物需

水量等进行分析,达到以水定地、以水定产的效果。
盂在管理方面,健全节水政策法律法规,制定节水计

划和管理措施,合理分配农业、工业、生态、生活用水

等比例,进行农业水价改革,进一步利用高效管理促

进节水;在水资源“三条红线冶的约束下,制定多水

源联合调度方案,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打下良好

的基础[20];加快水资源确权,建立健全的水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推进使用权登记,明确使用权利和责

任,加强市场机制对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做到归属清

晰、责权明确、高效监管[21鄄23]。
b. 在行动、技术、政策三方面加强污染防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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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水环境生态。 淤在行动方面,控制生活污水、工业

废水的任意排放以及生活垃圾的随意丢放;防止化

肥、农药等大量施用以及畜禽粪便废弃物随意排放

等造成的面源污染;防止污水下渗导致地下水污染。
在井灌区,地下水的开采导致严重的地下漏斗情况,
防止进一步引起荒漠化、水土流失等危害,实时进行

地下水的监测、严格控制深层地下水的开采,及时补

给超采区等。 于在技术方面,采用合理的污水净化

技术,提高水域纳污能力;加强水质监测及评价、污
水处理以及污水再循环利用等。 盂在政策方面,采
取“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承担冶的原则,奖罚分

明,提高居民以及企业的保护意识;完善污水排放标

准且严格监督实施;加强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

处理措施;推动市场及政府对水资源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促进作用,真正发挥总书记提出

来的“两手发力冶方针。
c. 合理利用其他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化废为

宝,高效循环利用。 灌区的乡村存在大量畜禽养殖

企业,生态型灌区建设和环境保护过程中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解决畜禽养殖业的面源污染问题。 利用畜

禽粪便废弃物作为化肥的有效替代或进行沼气发

电,利用农林废弃物、垃圾废弃物等进行生物质发

电,加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完善能源

基础设施网络,努力促进生态灌区可再生能源高标

准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富裕和环境优美。
综上所述,合理地保护和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水

资源以及其他资源,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

求,而且是生态灌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摇 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的生态灌区管理

传统灌区之所以出现多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

重建轻管。 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完善现代乡村治

理体系、农业经营体系、基层管理体制机制等,不断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因此,生态灌区必须进

行高效管理。
在井灌区,加强机井的管理、养护与维修,建立

资金补贴机制,及时修补机井的老化、破坏等问题;
加强地下水动态观测,防止过度开采,利用数学模型

等对灌区地下水进行水位动态模拟,保障地下水安

全开采[24鄄25]。 在渠灌区,加强渠道工程的管理,优
化管道输水形式、管网布置等,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

和灌溉水利用系数。 在井渠结合灌区,建立井灌和

渠灌统一的管理体制、管理主体、管理模式等,对灌

区地表水、地下水资源进行规划、管理,做到采补平

衡,对井渠结合灌溉面积合理配置;采用水价管理机

制,解决渠水和井水之间的水价问题,实行取水许可

证制度;建立灌区完整的监督、监测、预测系统,对农

产品灌溉、生态环境、地下水等进行实时监测。
加强用水户参与管理,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建立

灌区良性运行机制,减少水费负担和水事纠纷,加强

田间工程管护[26];建立健全工程质量责任制、工程

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保证建设过程以保护生态环

境优先,预防污染为主,保证质量安全,保障维修养

护;保障资金来源,明确资金使用责任;建立水资源

综合管理[27]、土地综合管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与

全方位管理以及生态修复与环境改善管理等;建立

责权明确的管理机构,采取多部门协同且“小组管

理+部门管理+基层组织管理冶的分级管理模式;完
善生态灌区健康评估准则及标准,促使生态灌区向

可持续绿色发展。
总之,生态灌区管理需要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在

“山、水、林、田、路、草、居冶复杂生命共同体系统中,
坚持以良好生态环境为基础、高质农业生产为主体、
美好幸福生活为目标、依法科学管理为辅助的四位

一体原则,认清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

制约的关系,按照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和思路,利用生

态水工学工程技术,将“山、水、林、田、路、草、居冶作
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统筹规划、系统治理、综合管

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灌区,保证产业兴旺、环境

优美、生态宜居、资源高效利用,保障灌区的乡村可

持续发展,助力美丽中国。

3摇 结摇 语

生态灌区是当前灌区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助力

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优美、资源节约的有效途径,对
“三农冶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

大意义。 在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指导下,生态灌区建

设与管理要坚持以良好生态环境为基础、高质农业

生产为主体、美好幸福生活为目标、依法科学管理为

辅助的四位一体原则,坚守生态灌区建设与管理三

条红线,有效解决目前大多数灌区存在的资源、环境

和生态问题,构建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生态宜居、资
源高效利用和生活富裕的生态型可持续发展灌区。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统筹规划灌区 “山、水、林、
田、路、草、居冶系统,构建适宜的功能定位与空间分

布等生态灌区规划理论体系,细化生态灌区建设与

管理三条红线,提高灌区建设标准,完善灌区管理法

律保障体系,加快灌区向生态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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