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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加强宣传、出台政策、推进建设、落实管护等举措,江阴市在发展农业节水灌溉方面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目前还存在着基础不强、公助不足、配套不佳、计量不力等诸多薄弱环节,提出从加

强领导、加快改革、强化建设、力促精管等 4 个方面重点改进,以期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强化农业节水灌溉发展,切实推动丰水地区传统农业走向精准化和生态化,有效增强农业

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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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江苏省江阴市位于长江下游南岸苏锡常“金三

角冶几何中心,北临长江,南近太湖,河港纵横,沟塘交

叉,水资源十分丰富。 河流密度 4郾 98 km / km2,长江多

年过境平均水量 8148 亿m3,年均降雨 1075郾 6mm,属
典型平原河网区[1]。 截至 2016 年底,全市耕地面积

3郾 25 万 hm2,有效灌溉面积 2郾 44 万 hm2, 节水灌溉面

积 1郾 71 万 hm2。 共有小型机电灌区 1 297 个,建有衬

砌防渗渠道 353郾 78 km,预制混凝土及 PVC、PE 中低

压输水管道 1 380郾 49 km,创建省级节水型灌区 5 个、
农业园区 30 家。 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郾 6325,农业灌溉年用水量23876 万m3,比10 年前下

降 10郾 47%。 2016 年江阴市粮食总产 14郾 5 万 t,畜产

品中,肉类 4郾 0 万 t,禽蛋 0郾 7 万 t,水产品 2郾 7 万 t,
保持总体平稳[3]。 但目前江阴农业节水灌溉还存

在诸多不足。 基于此,对江阴市农业节水灌溉情况

进行分析,以期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强化农业节水灌溉发展,有效增强农业可持续发

展和绿色发展的能力。

1摇 节水灌溉现状

1. 1摇 基础不强

虽然近几年来农田水利投入较大,但包括节水

灌溉的硬件建设仍然无法满足发展需要。 一些镇村

边缘区域至今仍有 367 座灌排站和 56 km 三合土地

下渠道建于 1980 年代甚至更早,目前还在继续使

用,另有 1 343 km 土质渠道还未进行改造,补短板任

务繁重。 在既有农业灌排工程中,有 52郾 6% 的灌溉

站、33郾 4% 的渠道和 70郾 5% 的排涝站设施工况良

好,其余设施均需改造加固,工作量很大。 初步投运

的市、镇二级水利信息系统,涉及农业灌溉方面的内

容较单一,相关工程资料、历史信息不全且更新速度

较慢,少量早期纳入平台系统的灌排泵站在经多年

运行后,许多系统硬件也已进入老化或更新期,故障

率增高,亟待更新升级。 此外,“互联网+冶在农业用

水节水方面的应用目前更多处在园区示范推广阶

段,物联网技术在完善水利信息化建设探索中成果

还很少,与现代农业的要求差距较大。
1. 2摇 公助不足

农业节水灌溉作为小农水重要组成部分,其运

管奖补资金的落实还存在明显不足。 目前,除了中

央、省级有额度不等的小农水管护专项补助外,无
锡、江阴二级政府每年也分别定向拨款 100 万元、
450 万元用于小农水的运管奖补。 相对而言,江阴

市镇级公助支持情况则要差一些,尽管各镇(街道)
每年也有总计约 480 万元的公共资金专项支持,但
由于经费未能正式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加上补助数

量相对村级兜底明显偏小,以致对部分经济薄弱的

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减压效果还很不明显。
1. 3摇 配套不佳

淤灌溉供大于求。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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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的大量兴起,农业灌溉面积大幅度缩减,但
部分地区灌溉泵站、渠系沟系等却基本沿用原有格

局,与实有控制灌溉面积不匹配,能耗、水耗浪费较

为严重。 于一些灌区碎片化现象较为严重。 由于少

量农户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并随着市场行情经常调

整品种,结果原有灌区从单一稻麦区变成了瓜果、林
蔬、水产混合区,导致输水线路曲折变长,调水配控

难度大[4]。 盂排涝设施相对缺乏。 部分高亢灌区

随着水情变化自排变得困难,大部分圩区排涝设施

无法匹配当地快速的经济发展,加上区域调度方案

改变等原因,导致降水大而集中时,区域排涝能力不

足,农田排水困难。 榆田间降渍设施极少。 由于长

期形成的不重视稻田降渍的习惯,田间降渍设施很

少,秋收时常因地里泥泞无法机械作业割稻,影响农

业收成。
1. 4摇 计量不力

尽管江阴市农业灌溉用水计量起步较早且近几

年计量推进明显加快,但仍然不符合形势发展需要。
精准计量主要分布于近 10 年间兴建的一些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和一些从事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的农

庄。 大量的小型灌区除了灌溉水利用系数测试区

外,主要以开机时间与水泵额定流量折水计量,但精

度不足,计量正确率不高。 农业用水户协会已开始

建立,但数量少,且缺乏专项资金支撑,没有得到很

好运行。 同时,由于江阴集约化种植区域性差异性

大,农田灌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建设还比较滞后,
运行调度还不合理,农田灌溉专业性严重不足。

2摇 改进节水灌溉对策

2. 1摇 加强领导

要充分认识农业节水的重要性,把农业节水作

为节能(水)减排、绿色发展、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举措。 要细化发展改革委员会、水利、农林、
财政等相关部门职能,明确各自工作责任,分解量化

工作任务,实行全程跟踪、动态管理、部门联动。 要

抓紧出台江阴市农业节水相关规章制度,规范农业

节水灌溉工作,进一步完善本地区和行业用水效率

管理制度。 加强农业节水灌溉宣传,着力做好技术

推广应用,结合土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大
力实施稻、麦、油菜的集中连片种植,全面推行水稻

浅湿调控灌溉,适度增加高岗、山地旱作农业,集成

发展设施农业水肥一体和水肥药一体。 要具体细化

农业节水目标,预设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农业用水效

率等指标,对直属部门、镇(街道)实行年终节水管

理目标考核,并与业绩薪酬挂钩,强化目标效果。

2. 2摇 加快改革

要以按期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切入点,统
筹推进建管机制等相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切实加

强包括节水灌溉的小农水建管资金的足额投入保

障,统筹使用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国土整治等

项目资金,全面落实镇级配套。 同时,进一步用好专

项建设基金等奖补资金和开发性融资等扶持政策,
调动各类受益主体积极参与。 要加强全市小农水建

设管理,形成以水利重点县片区连续为重点,村组、
农户(场)小区域“自主建设、民建政补冶为辅助的建

管机制,无盲区地建设农业节水工程。 要全面深化

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建设,通过大力建设农民用水户

合作组织、引导相关企业参与等举措,培育专业化集

中管理和社会化管理。 要按期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搞好农业供水成本测算,积极实行两部制水价,
建立补贴机制,提高补贴精准性、指向性。
2. 3摇 强化建设

要以水利“十三五冶规划和“高效节水灌溉总体

实施方案冶为抓手,通过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进
一步落实节水优先方针。 要继续搞好现代灌区建

设,以小农水重点县连片及镇村边远地区集中补短

为核心,强化建设稻麦轮作区管道输水、瓜果花卉区

喷微灌等高效节水设施,确保到 2020 年,农业节水

灌溉面积率达 75%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

面积的比例提高到 53郾 1% [5]。 要加快推进全市农

业灌区计量设施的建设改造工作,从华西自动化灌

区二期续建入手,分批推进实施,切实完善农业节水

工程“最后一公里冶配套,通过 5 年的努力,让全市

提水灌溉泵站精准量水设施全部配齐。 要积极开展

对部分自排区及圩区提水灌溉区的排涝设施的建设

改造工作,科学布设、升级一批排涝泵站,增强区域

排涝能力,同时,大力推进田间降渍设施建设试点,
促进秋收高效,提高农业收成。
2. 4摇 力促精管

要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
大力促进农业灌溉精准管理。 要加速发展农民用水

自治等多种形式的终端用水管理模式,建立较为完

善的制度章程、奖惩办法等,充分发挥其在用水管

理、节水推广、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 要积极推进

农业节水“移动监管冶,建立起涵盖政府决策、部门

参与、主体实施、第三方评估等成员组成的“农业节

水微信群冶,力求“多方参与、信息共享、动态监督、
即时服务冶,大幅提升工作时效性。 要通过严格督

促设备生产和施工企业切实加强用户培训和后续服

务,以及规范检查考核推进日常管护运行等,确保用

水节水设施设备良性运行。 (下转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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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河流萎缩程度。 因国际上公认的水资源利用率极

限为 40% ,考虑到降水径流及水资源利用率等特

性,将河流的萎缩情况分为 4 级:近 10 年实测径流

占多年平均天然径流的百分比 100% ~ 85% 、85%
~65% 、65% ~45% 、45%以下对应的萎缩程度分别

为没有萎缩、轻度萎缩、中度萎缩、重度萎缩。
4. 2摇 萎缩程度分析

辽河干流铁岭站最近 10 年实测径流为 15郾 86
亿 m3,1956—2012 年多年平均天然径流为 32郾 73
亿 m3,最近 10 年水量为多年平均天然径流的

48郾 5% 。 辽河下游的六间房站最近 10 年实测径流

为 19郾 07 亿 m3,多年平均天然径流为 40郾 63 亿 m3,
最近 10 年水量为多年平均天然径流的 46郾 9% 。 辽

河干流水量均属中度萎缩。 辽河支流清河开原站最

近 10 年的实测水量 6郾 85 亿 m3,为天然径流的

69郾 3% ,因此清河下游属轻萎缩。 支流柳河新民站

最近 10 年实测径流为 0郾 699 亿 m3,多年平均天然

径流为 2郾 76 亿 m3,最近 10 年水量为多年平均天然

径流的 25郾 3% ,因此柳河水量属重度萎缩(表 4)。
表 4摇 典型河流萎缩程度统计

河流
近 10 年实测径流占多年平均

天然径流百分比 / % 萎缩级别

辽摇 河 46郾 9 中度
清摇 河 69郾 3 轻度
柴摇 河 80郾 7 轻度
秀水河 41郾 4 重度
柳摇 河 25郾 3 重度
绕阳河 29郾 0 重度

4. 3摇 萎缩特性分析

采用套汇水文站各年代实测大断面的方法分

析,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每个年代选取 1 年的实

测断面进行套汇。 辽河铁岭水文站大断面套绘如

图 1。经过比较,表现为 2000 年、2010 年河道主槽较

之前右移,铁岭站断面形态呈现变窄的趋势,中泓线

有向左岸偏移的趋势,特别是迁站前表现较为明显。

图 1摇 辽河铁岭水文站大断面套绘图

5摇 结摇 语

辽河干流段 6 条较大支流中,重度萎缩河流有

3 条;中度萎缩河流有 1 条;轻度萎缩河流有 2 条。
河流水量萎缩的主要原因是:淤1949 年后不断修建

的水库、水闸、橡胶坝等水利工程拦截了部分河流水

量,使下游水量不断减少,甚至断流;于工农业发展

需要,对河流的取用水逐年增加,无节制地开采地下

水,沿河布设的大量取水泵站及取水井工程开采使

用,使河流水量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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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政主管部门还要继续做好灌区水利用系数测试

工作,不断强化区域供水计划执行监督考核,确保

“十三五冶末,江阴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并保持

在 0郾 7,真正实现节能减排、节水降本、减负增效

愿景[6]。

3摇 结摇 语

江阴发展农业节水灌溉已取得长足进步,但目

前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因此,面对新形势下增强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能力的新要求,必须从

加强领导、加快改革、强化建设、力促精管等方面重

点改进,以期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强化农业节水灌溉发展,切实推动丰水地区传统农

业走向精准化和生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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