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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引洮工程水资源利用

浅谈定西市安定区水利发展方向及思路

张振铎　蔡向东

定西市安定区符川水利工作站定西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与安全管理站　甘肃　定西　743000

摘�要：定西是全国因干旱缺水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通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坚苦努力，已和全国人民一

道同步脱贫。引洮水的流入，给定西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增长点，围绕引洮水利用，作者就最大受益区的安定区目

前和今后水利发展方向提些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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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区情

安定区（原定西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是定西市

委、市政府所在地。总人口46.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36.18万人。境内主要位于黄土台原丘陵沟壑区，共集水
面积三千六百三十八平方千米，总耕地约二百四十三万

亩，多年平均降雨量在三百八十毫米左右，蒸发量最高

可达一千五百二十六毫米，为中国典型的干旱或零点五

干旱区域。而安定区内河流则大致属黄河流域的祖厉河

支流。主要溪流有祖厉水支流关川河、西巩水以及关川

河的支流西河、东和、称钩水等。安定区内山脉以胡麻岭

分南北向与邻县诸分水岭之分支长梁及其梁峁绵延境内。

农作物植被面积约171.54万亩，占全区农田面积的百分之
三十一点四；草原植被面积达153.01万亩，占全区土地面
积的百分之二十八；人工造林植被面积达124.16万亩，占
全区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安定区土壤，分黑垆

土、灰钙土、黄绵土、潮土等4个土类，105个土种。
2��水资源状况

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到2030年，
定西市用水控制指标为5.26亿方（引洮工程2.74亿方、引
洮外用水指标2.52亿方），经认真测算，在保障全市城乡
居民生活、工业、畜牧业用水基础上，全市所有可用于

灌溉水量为3.86亿方（引洮工程1.83亿方、引洮外2.03亿
方）。在此基础上，定西市确定全市水资源高效利用的

目标是，到2030年，在5.26亿方用水量控制指标下，保障
灌溉面积226万亩。
安定区2020年总供水量8692万m3 [1]（其中地表水8092

万m3，地下水600万m3），农业用水量3676万m3，其中取

用地下水576万m3。引洮水资源配水总量9347.3万m3 [2]，

引洮受益区规划灌溉面积12.25万亩，（疏菜7.23万亩，
农作物3.72万亩，生态林业3.44万亩），2020年总用水量

3766.17万m3，自产水资源总量2155万m3，设计新发展灌

区配水总量4260.6万m3。新发展灌溉面积13万亩，增加粮
食产量约18万吨。
3��水利发展思路

安定区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民群众收入低而且不

稳定，近几年随着高原夏菜的大面积种植，产业结构调

整，山区以养植业为主，兼种植地膜玉米、马玲薯等作

物，川区以疏菜种植为主，尤其是以芹菜大面积种植为

主导的产业模式，为安定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基于

此，应做好如下工作：

3.1  加快推进引洮工程安定灌区改造。一是组织做好
渠道清淤、计划申报、作水调度、水价核定等工作，推

进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二是要按照“三川三山”工

作思路，结合产业园建设，积极谋划实施引洮二期配套

农业灌溉工程和引洮一期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灌溉

项目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三是要对全区现有灌溉支

渠增设排洪、防护、调蓄、计量设施，实施田间配套巩

固提升项目，进一步提高农田灌溉保灌率、打通农田水

利“最后一公里”问题[3]。

3.2  充分利用水资源加大区域灌溉面积。在保障引洮
水受益区12.25万亩灌溉的基础上，新发展浅山区灌溉面
积13万亩。人均水地达到1亩。

3.3  利用生态流量加大安定四山绿化工程。为了营
造达到生态和谐的新安定，引水上山，扩大绿色植被面

积，促使苗木快速生长，极积争取资金，建设提灌工

程，将引洮工程划拔的生态流量充分利用，达到市容、

区容的彻底改善。

4��采取的主要措施

4.1  以项目建设为推动力
一是发展水资源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规划新增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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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12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8万亩）。新建加压泵站2
座，埋设吸水管180米，引水管340米，出水管120米，压
力管线28.03千米，输水管线102.08千米，新建调蓄水池
61座，现浇钢筋砼闸阀井60座；布置滴灌田间配水管网
921.56千米，砖砌闸阀井8050座；布置管灌管网106.84千
米，排水管7.627千米，各类闸阀井179座。总投资67500
万元，计划建设期2023年开始到2027年结束。二是抓好
安定区地下水超采区水源置换工程。在内官营镇2.12万亩
和香泉镇0.84万亩井灌区配套灌溉设施，两个片区布置
各类管道96.66km，压力管线1.75km，高位水池1座，各
类闸阀井256座。总投资3285万元。计划于2023年实施完
成，初步发挥效益。二是定西市安定区农村供水巩固提

升及信息化建设工程（2023年），主要建设内容有信息
化工程：乡镇分界点测控系统、调蓄水池测控系统、倒

虹吸测控系统、管网加氯点测控系统、水利信息化管理

平台。土建配套工程：工程总共布设各类测控井261座，
其中：管网测控井74座，蓄水池出口测控井125座，管网
倒虹吸测控井61座，加氯点修建测控井1座。总投资，
1775万元，总工期281日历天，完工日期：2023年12月31
日。三是定西市安定区农村供水改造提升项目（调蓄水

池库输水东干自流干管二线工程），马莲水厂内新建2座
2000m3调蓄水池，总投资2700万元。四是引洮供水一期
调蓄水池库输水东干自流干管二线工程，总投资21355.6万
元，计划2023年实施，现已完成招投标等前期工作。通过
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引洮水的利用率，使农田

灌溉、农村供水、信息化技术等得到保障和提高。

安定区大碱沟水生态项目

4.2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节水技术
以现有水资源量，采取科学的节水技术，积极与大

禹节水等企业合作，发展喷灌、滴灌技术，减少用水

量，扩大节水面积，增加有效灌溉面积。

4.3  全面实施“绿满陇中”，实施城区面山绿化上水
工程

安定区西岩山基础设施及环境综合提升改造配套水

利工程，总投资5787.66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提
水泵站、净水间、高位水池各1座，埋设一、二级提水管
道长3.036公里，布设各类井7座，布设供水支管3条总长
7.96公里，新建调蓄减压池10座，配套田间滴灌面积3733
亩，喷灌面积4285亩，工程已于2022年9月动工建设，计
划于2023年10月底完工，初步发挥效益。

安定区内官调蓄水池景观

引洮二期王家河调蓄水池俯景

4.4  引洮工程水资源配置方向和途径
根据一期项目给排水情况、水源现状用水要求的基

础上，根据项目的设计提供配置方式和渠道。在产业方

面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导向要

求，合理配置工业用水。农村方面，则结合耕地的流转

管理和发展高效灌溉农业、由向传统种植业向发展观光

农业等方面合理配置农村用水，并从提升乡镇生活供水

保证率，以及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高工程等二个方面合

理配置农村生活用水。根据国家饮用水功能区管理制

度、水资源生态文明管理制度、河流湖库地下水系统连

通工程管理等，设置了生态用水要求。

4.5  引洮工程水资源动态管控机制研究
充分总结了中外引调水项目运行管理的典型实践，

系统探讨了“需求引导供水、供水服务需求，本地水和

外调水互联互通互补”的水资源合理有效运用方法。在

严格执行国家水资源使用制度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受水

区域及工程供应范围内市场主体寻找源头、地方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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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积极开源的倒逼机制，并逐步达到了市场需求有效激

励、政府资源政策积极分配、供水单位提供供给公共服

务的三方联合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4.6  调整农业结构
引洮供水第一期工程建成后，由于目前的种植业结

构已不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增加收入的需

要，因此应当尽早谋划对引洮灌区种植业内部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法则，压粮增经，充分

考虑本地的水、肥、气、电等自然条件，引进了全涂布

膜、双垄沟、塑料大棚、日光温室等新型农艺方式，要

借助引洮工程中丰富的土地资源来开发以果蔬栽培为主

的绿色产业，大力调整农作物产业结构，积极培育适销

对路的现代高效经济作物，逐步构建起与全农村灌区水

利基础设施保障力量相配套、与社会主义市场发展规则

相适应的现代高效种植业发展格局，以达到粮食增产、

农民增效和农户增收的目的。

4.7  强化灌区管理
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建成后，由于现有的水利管理体

制，已不能满足引洮灌区内众多的工程建设需求，为减

少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就需要从完善的灌区治

理体系开始。一是要改革工程管理体系。要合理确定水

管单位性质，将管理人员工资和工程管护经费纳入国家

财政预算中，对水费进行收支双二条线管理。二是要建

立健全用水者协会机制，使广大人民群众和水管单位共

同参与工程建设管护，从而合理地规定水价。三是要建

设施工的信息化体系，对施工进行科学管理、信息化监

管。四是坚持采取严格规范的工程定额分配水量制度，

根据工程的总规模和分水口辖区规模，科学合理地配备

工程计量装备，精确测算灌溉水量。同时完善末级渠

道，切实提升灌溉水综合利用的效率。

结束语

安定县地表水资源严重短缺，但地下水资源在国民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但地下水

资源却存在着无以为继和衰竭的巨大风险。引洮供水工

程的实现，不仅为安定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

优良的自然资源保障，同时也为区内地下水的修复提供

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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