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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农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实践探索

万世全
宁夏惠农渠管理处�宁夏�银川�750001

摘�要：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宁夏引黄灌溉历史悠久，为全区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成就了“塞

上江南”美名。但渠系供水管理的好坏，决定着水利服务农业发展的成效。特别是末级渠系管理，历来有不同尝试，

不同历史背景下，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也出现过不少诟病。本文以现阶段惠农渠灌域如何贯通农业供水服务“最后

一公里”的系列举措为例，探讨宁夏自流灌区末级渠系供用水改革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业供水；末级渠系；实践探索

引言：惠农渠始建于公元1726年，现自青铜峡河西
唐总干渠引水，傍黄河向北，是宁夏河西主要干渠之

一。300年来，流淌的惠农渠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水利支撑。近年来，围绕惠农渠末级渠系供水服

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各单位、部门积极寻找问题根

源，不断实践探索，以更加有效的措施提升了惠农渠水

安全保障和供水服务能力。

1��基本情况

惠农渠是宁夏青铜峡灌区引黄灌溉的古渠之一，距今

近300年的沿革发展，渠迁梢延成于现状。现惠农渠自青
铜峡河西唐总干渠引水，加大引水设计流量106.7m3/s，
总长252.52KM，其中：主干渠136.92KM，支干渠3条
90.26KM；扬水干渠3条25.34KM。有水闸、涵洞、渡
槽、干渠直开口、桥梁等各类渠道建筑物872座。

1.1  干渠建设及管理。惠农渠管理处作为惠农渠供水
管理单位，负责干渠、支干渠以上工程建设管理和供水

服务，主要承担青铜峡、石嘴山市等6县区、22个乡镇、
168个行政村和17个农林牧渔场115.18万亩农田灌溉、
生态补水任务和渠道工程管理工作。近年来，管理处统

筹供水效率提升、工程隐患治理、信息化建设应用、节

水型灌区建设等要素，坚持调惠济扬思路，为惠农渠现

代化生态灌区转型升级夯实了基础。一是提升干渠工程

调控能力。通过续建配套与水权转换、现代化改造等项

目，新建改建清水桥、永二、民生桥、阮桥等6座节制
闸和尾闸、引五济惠2座退水闸，砌护渠道36公里，加
固渠堤31.6公里，调整优化干渠比降，渠道引水从94立
方米/秒提升到最大106.7立方米/秒，输水漏失率下降到
10.9%。二是提升干渠数字化管理水平。通过加大信息化
建设，完成自动化量测水闸门305座，智能量测水小高抽
泵站13座，干渠自动化量测水断面18座；干渠遥测水位
监控站57处，水情视频监控站60座，干渠断面自动化控

制率达95%，干渠直开口自动化控制率达35%。三是提升
供用水服务效率。落实分级管理责任，严格执行指标控

制和定额管理，精准制定配水计划和轮灌制度，引导灌

区压减高耗水作物种植规模，促进农业节约用水；实行

处所两级调度调配联动机制，实施“精细化调度”“扁

平化管理”，精简调度流程，提高调配水效率；采取适

时提前开灌、拉长灌期、加大流量、跨渠调度、“一把

锹”淌水等措施，全力做好供水服务和协调指导，以精

细化管水用水提升节水保灌效能。近5年来，干渠引水量
由的7.8亿方减少到6.88亿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由0.544提高到0.567，农业节水显现巨大潜力。以往支渠
高峰用水达30天，现在只用18天。

1.2  支渠运行管理。惠农渠支渠以下运行管理由市县
（区）水务部门协调指导，乡镇及灌溉服务合作社（或

公司）组织负责管理。目前，灌域已成立22家乡镇灌溉
服务合作社（或公司），配备管理人员60名、管水员214
名。按照终端水价标准（平罗县4.55分/方，惠农区5.32
分/方，贺兰县6.7分/方，兴庆区7.5分/方），灌溉服务合
作社（或公司）向用水户收取水费，用于向财政上交干

渠以上水费、人员工资、办公经费、支渠维修费，基本

形成了一套较为可行的末级渠系管理体系。主要是：规

模化渠系工程建设主要依靠乡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

目和高效节水改造项目等实施；支渠节制闸、斗口维修

和清淤、申报用水计划、申请开关口、收缴水费由灌溉

服务协会（公司）组织实施；斗农渠由村队组织用水户

灌溉和清淤维修或由灌溉服务合作社（公司）统一组织

灌溉和清淤。总的来说，能够保障用水户按亩上交“水

费”（终端水价），按作物需求淌水。

2��存在主要问题

2.1  自流灌溉尚存短板。一是自流不能到梢。因黄
河东移及河床下切和黄河水位变幅大等因素影响，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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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专设的礼和补水泵站取水困难，且梢段渠系呈倒比

降，有2.6万亩农田灌溉得不到充分保障。二是支干渠工
程标准较低。地处中游的阮桥分水闸下支干渠及扬水渠

道砌护时间长，标准低，每轮水都会出现砌护板滑塌等

险情（滂渠和扬水渠系尤为严重），抢修费时费资，这

些都影响“调惠济扬”的成效。三是干渠时段性供水压

力大。惠农渠遥感面积115.18万亩，其中阮桥以下70.22
万亩。下游呈葫芦型的灌域形状，且种植结构相对单

一，使得下游各支干渠灌溉用水非常集中。仅2023年，
灌区种植玉米就达84万亩，基本以地面灌形式实施灌
溉，用水高峰过度集中，矛盾突出。

2.2  支渠以下管理责权不清。表现为在水权分配上
有些政府部门不能结合田地等级和实际种植情况，搞平

均分配，人为造成水权指标的富裕和紧张；个别村委会

指导欠缺，村民不听从合作社安排（跨乡镇的支渠更严

重），合作社在夹缝中求生存，管理优势体现不出来；

灌溉服务合作社（或公司）的运行管理条件参差不齐，

主要是支渠以下基础设施条件差距大，终端水价各市县

高低不同，种植结构及流转土地与否的大户小户管理方

式不同。情况较好的贺兰立水源灌溉服务公司，管理的

支渠都是大户，可以每亩地加收8元钱，“一把锹”管到
田间，农户只管种和收，被广泛认可接受，而礼和乡灌

溉服务合作社管理的是以散户为主的支渠，种植零星，

组织灌溉效率低，农户意见较多，协会运转很困难，呈

恶性循环。

2.3  信息化数据应用有瓶颈。现惠农渠干渠、支干渠
安装自动化量测水闸门共305座，这些计量设备的厂家不
同，安装形式与施工工艺不同，操控平台不同，造成各

平台数据库信息有壁垒，整合为一个平台难；不同设备

未移交前，按合同约定，谁施工谁维护，因维护不能跟

进，出现问题时不能及时解决，诸如个别支渠掉线、夜

间不工作、测量数据高低偏差大等，导致管理处信息化

数据应用率不高。

3��解决措施探讨

水利兴，则农业兴。解决供水服务“最后一公

里”，需要供用水双方通力协作，以现代水利为灌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3.1  持续提升干渠安全供水能力。一是继续按照“调
惠补扬”思路，在滂渠修建节制闸，以最经济的方式解

决礼和泵站渠道倒比降问题，保障送水到梢。二是逐步

消除支干渠输水超过不足的“卡脖子”环节，提升支干

渠供水保障能力。三是提升干渠维修养护标准，消除供

水安全隐患，保障时段性供水保障率。

3.2  加速实现水利信息化建设目标。一是把地方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和干渠项目相结合，保障大断面测流和

支渠口测流数据的共享，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二是加

快已建信息化项目的验收，加快信息模块整合，消除技

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三是落实维护资金，聘请专业

机构驻点维护，保障故障消除的及时性，保障系统应用

的安全性。保障故障消除的及时性，保障系统应用的安

全性。

3.3  加大支斗渠系的标准化配套。一是统筹做好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将“整田、整沟、整渠”与支斗渠信

息化建设相结合，促进规模化种植，促进农业节水技术

推广应用。二是全力做好支斗农渠维护工作，统筹使用末

级渠系维护资金，分重点，分批次，有计划地对斗、农渠

输水赌点进行疏通。三是对土地流转成熟的地区，通过投

融资方式，充分利用现存的湖泊湿地，修建一定数量的调

蓄水池，为水肥一体的高效节水种植提供条件。

3.4  强化渠系供用水管理。要打破“骨干与田间，
条块分割”的局限，形成水管单位、县乡政府、村委

会、灌溉服务合作社（或公司）各负其责，通力合作的

管理机制。一是计划用水要“实”。地方政府按计划任

务，按支渠统计某作物种植面积，做好水权分配；各灌

溉服务合作社（或公司）以支渠为单位，向水管单位申

请旬、月（或轮次）支渠用水计划；水管单位按支渠水

权和用水申请做好配水计划，安排支渠轮灌次序。二是

组织灌溉要“严”。要坚决执行先难后易，先高后低的

灌溉原则，坚决杜绝“昼灌夜不灌”，共同维护好良好

的灌溉秩序，降低农户的灌水成本。三是解决问题要

“活”。灌溉中，因局部暴雨，支渠决口等，都会打破

灌溉计划。各级灌溉组织者，包括农户，都要各负其

责，相互沟通配合，不能想当然地做决定，把困难转嫁

给他人，最终又反噬自己。

3.5  实施多水源统一定价。惠农渠灌域历史以来形成
了以自流灌溉为主，扬黄灌溉、井灌、沟补灌等多种灌

溉方式并存的特点。实行终端水价就应当将渠、井、沟

以及扬水的水电费一并计算在内，无论用什么水源都是

一口价，防止因趋利行为导致供用水管理之间的矛盾。

4��典型案例推广

4.1  干渠工程完善解决高口高地灌溉难题。民生渠是
惠农渠上游永宁县城以东较有历史感的一条大支渠，灌

溉面积6219亩，种植小麦328亩，玉米5198亩，水稻192
亩，其他经济作物275亩。因惠农渠永宁段属属输水段，
高口高地居多，没有节制闸壅高水位，常出现干渠水位

低淌水难问题。为了作物及时灌溉，用水合作社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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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生桥上插钢管来壅高水位。2023年3月1日，立项开
工新建民生桥节制闸，民生渠小麦水稻二轮水就靠压闸

解决。依靠干渠工程体系的完善，解决了民生渠以上大

部分高口高地灌溉难问题。

4.2  惠农区尾闸乡西河桥村规模化滴灌种植节水又经
济。西河桥村有2000亩地由种植大户承包，抽地下水滴
灌种植玉米1000亩，每口井可以灌溉300-400亩，玉米生
长周期亩均用水45方（地面灌溉亩均400方），冬灌靠渠
水自流灌溉（补给地下水），亩均150方。机井和滴灌主
管道是项目资金解决的，田间管道是用水户自己出钱，

亩均80元，合作社按亩均45元收水费。种植户讲，从成
本上讲，滴灌投入更小，更省事。合作社认为，滴灌不

用他们操心，只负责报销用水户购买的电费，地面灌溉

就要投入人力安排好每轮水的灌溉，同时还要对斗农渠

进行维护。滴灌种植会实现节水和增收双赢局面，应当

被广泛推广。

4.3  终端水价+“一把锹”淌水被用水户接受。贺兰
县立岗镇立水源公司负责28条支渠，14.5万亩农田灌溉，
除严格按终端水价收取费用外，推行“一把锹”淌水，

就是每亩地收8元钱，保障把水淌到田里。运行结果是，
2022年节水1300万方，更换支农渠斗门300多个，管水员
工资最低保障为3300元/月。这样水管员的工作积极性提
高了，还发明制作一定数量的移动式毛渠闸门，更加降

低淌水到田的成本。同时，大部分用水户也接受每亩只

多出8元钱，再不用操心淌水的事。立水源管理模式正在
被不断推广改进。

4.4  水管单位、乡镇村、合作社合力管水效率高。
高二渠是一条跨平罗高庄乡和惠农区燕子墩乡的一条

支渠，共灌溉12230亩地，其中燕子墩陆家营村3700亩
地。因灌溉面积大，支渠长度长，且又跨县区，因此它

是惠农渠比较难管理的一条支渠。今年以来，惠五所、

高庄乡、燕子墩陆家营村及用水合作社凝聚合力，从多

个方面扭转灌溉难历史问题。一是协会利用支渠维护费

挖渠4-5公里，修复部分漏水严重农毛渠闸，保障支渠
输水能力。二是建立沟通联系机制，两县区乡村不再单

打独斗，协商好如下游的陆家营淌不上水，抽水的电费

由高庄乡出。同时，合作社里也按面积各有水管员参与

管理。三是每轮水由高庄乡副乡长主抓，督促村队派出

得力人员，看守支渠各节制闸和农毛渠口（多达60余
个），保障先下游后上游、先高口后洼口的灌溉秩序不

乱。并把支渠轮灌安排电话通知到户，坚决制止上游

“淌二水”、昼灌夜不灌的劣习。小麦头水、二水陆家

营灌溉顺利了，缴费积极性也高了。到玉米头水高峰

期，灌溉组织更有序，以往一轮水一个月才淌完，现在

18天就淌完了。合作社是帮助政府服务群众的，不能把
难事甩给合作社就不管了，一切难点赌点理顺了，合作

社管其来才能体现出改革的价值。

结语：末级渠系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是供用水服务

“最后一公里”堵点所在。只有明确政府部门、水管单

位、用水合作组织及村队的责权边界，各自发挥职能

作用，才能更好地相互支持合作，发现并消除水到田间

“最后一公里”的体制堵点，机制堵点，措施堵点和工

作难点。各方管理中的成功经验，都应积极推广，最终

形成完善的供用水管理机制，从而形成推动水利及农业

农村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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