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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把吴忠市

利通区列为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区。利

通区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通过体制机

制创新，开展了水价、水权、产权制度改

革， 创新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建

立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长效管护模式；
通过引黄灌区现代化农田灌溉水利设

施建设， 使水利信息化水平大幅度提

高，实现了农田灌溉的高效管理，为宁

夏引黄灌区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探索

出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一、基本情况

利通区地处宁夏平原中部，是宁

夏 引 黄 灌 区 的 精 华 之 地 ，素 有“塞 上

江南”之美誉，总面积 1 384 km2，总人

口 39.4 万 ， 灌 溉 面 积 54.16 万 亩 （1
亩＝1/15 hm2，下同），其中自流灌区灌

溉面积 27.23 万亩， 扬水灌区灌溉面

积 26.93 万 亩，包括扁担 沟、五 里 坡、
盐环定及红寺堡扬水灌区。

近年，利通区依托小农水、国土、
农发等项目，坚持沟、渠、田、林、路综

合治理，建设形成了完善的灌排体系。
灌区内实行分级管理，干渠由自治区

水利厅下属的干渠管理处管理，干渠

直开口以下由乡镇水管站、支渠管理

站、农 民 用 水 者 协 会 、村 集 体 等 群 管

组织管理。

二、试点建设探索

1.体制机制建设

（1）因 地 制 宜 、高 标 准 编 制 规 划

及可研

利 通 区 被 确 定 为 现 代 化 生 态 灌

区建设试点后，先后委托规划设计单

位完成了《吴忠市利通区现代化生态

灌 区 试 点 建 设 规 划 》《利 通 区 现 代 化

生态灌区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

制。 通过科学的规划确立了利通区现

代化生态灌区的建设内容和目标，主

要 建 设 内 容 包 括 现 有 灌 排 设 施 完 善

改造、 水量精准计量设施的安装、灌

溉信息化系统建设等。 除了工程建设

以外，还开展了灌区管理体制机制建

设及水利改革等多项内容。 通过安全

保 障 工 程、灌 溉 排 水 工 程 、管 理 与 服

务体系、生态与环境治理四大板块建

设， 利用 5 年时间到 2022 年基本建

成供水安全保障、 灌排设施完善、管

理 技 术 先 进、服 务 及 时 高 效 、生 态 环

境良好的“投、建、管、服”一体的现代

化生态灌区。
（2）引 入 社 会 资 本 ，助 力 现 代 化

生态灌区建设

利通区采取 PPP 建设模式，进行

测 控 一 体 化 闸 门 生 产 和 现 代 化 灌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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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 年吴忠市利通区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区。 利通区按照试点方案的

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引黄灌区现代化农田灌溉水利设施建设，使灌区水利信息化建设水平大幅度提高，实

现了农田灌溉的高效管理，节水增产效果显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提升，经验可推广、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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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解 决 了 现 代 化 生 态 灌 区 标 准

高、投资大的建设难题。在深入推进小

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 水权、 水价改

革，完善水权交易平台的基础上，推进

市场化建管体制的改革创新， 社会资

本 方 通 过 推 广 灌 区 高 效 节 水 工 程 建

设、专业化管理与服务、信息化大数据

的整合应用， 实现市场化的服务和盈

利。 利通区政府则实现灌区市场化的

服务和水利建设管理的快速提升，保

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目标。
（3）明 晰 工 程 产 权 ，探 索 开 展 抵

押融资

利通区完成了 1.8 万处小型水利

工程和 3.8 万 处 配 套 设 施的 调 查、登

记，颁发了所有权证、使用权证、管理

权证 1 955 本，并落实管护主体。 通过

水利信息化平台建设，将所有小型水

利工程、计量单元、工程规模、用水水

权、 管护主体等绘制在一张图上，实

现 了 一 张 图 了 解 全 区 所 有 水 利 工 程

“家底”。 同时在宁夏率先对水利资产

进行了评估， 评估水利资产达 9.4 亿

元。 2017 年在利通区金银滩镇兴民水

利 协 会 联 合 会 探 索 抵 押 融 资 98 万

元，2018 年融资 253 万元。
（4）深 化 水 权 确 权 ，开 展 水 量 指

标交易

利通区将全部水权分配到 1 028
个支渠或斗渠及协会、农业生产经营

大户、 联户等最适宜计量的单元，发

放水资源使用权证 1 060 本。 制定了

水权收储交易管理办法，建成了水权

收储交易平台，2017 年完成水量指标

交易 4 次， 交易水量指标 184 万 m3，
金额 48 万元。 2018 年，通过现代化生

态灌区的深入推进已节约水量 1 000
多万 m3，为下一步交易奠定了基础。

（5）开 展 水 价 测 算 ，全 面 调 整 农

业水价

利通区 2017 年按灌区类别选择

典 型，分 别 开 展 了 自 流 灌 区 、小 扬 水

灌区、扁担沟扬水灌区农业水价的测

算工作。 测算完成后，上报自治区物

价局进行批复。 2018 年，自治区物价

局 批 复 自 流 灌 区 农 业 供 水 运 行 水 价

为 0.071 元/ m3，扬水灌区的运行成本

水价为 0.15~0.59 元/ m3。
（6）创 新 服 务 模 式 ，试 点 社 会 化

综合服务

利 通 区 在 金 银 滩 镇 开 展 了 农 业

社会化综合服务试点，在现有 8 个村

级农民用水者协会的基础上，联合各

类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组 织 或 协 会 成 立 了

水利协会联合会，开展了一系列农业

社会化综合服务。 联合会以农田统一

灌溉服务为抓手，对全镇 7 万亩农田

提 供 了 集 灌 溉 管 理 、用 水 计 划、水 费

结算、农作物种植管理为一体的水利

社会化服务，不仅实现了节水、增产、
增效，方 便 了 群 众 生 产，而 且 有 效 解

决 了 搭 车 收 费 、 水 费 收 缴 不 公 等 问

题，为 水 权、水 价 落 实 到 基 层 单 位 发

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2.工程建设

（1）现代化测控设施建设

利 通 区 实 施 了 引 黄 灌 区 现 代 化

测控设施提升改造， 建成自动化量测

水设施 90 套，建立了灌溉管理信息化

平台，实现了水利计量设施（测控一体

化闸门）远程操控、水量精准计量、水

费计收、水权分配、水权交易等。
（2）灌区信息化建设

利通区以水利改革、高效节水灌

溉、测控一体化量测水设施工程建设

为契机，以自治区“一网一库一平台”
为依托， 建立了利通区引黄灌区灌溉

管理、工程建设、防汛抗旱、高效节水

灌溉、农村人饮、水权交易、党务政务

等信息化业务管理平台， 实现了灌区

灌溉数据的收集整合、 水资源的综合

调度、灌溉管理的远程控制、水费收缴

管理信息化，达到了高效管理与服务、
节省管理成本和数据精准的目的。

（3）灌区生态建设

按照现代化生态灌区的规划，结

合河长制、盐碱地治理、水肥一体化、
农 田 林 网、 沟 道 生 物 治 理 等 项 目 实

施，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 通过现代

化 的 水 质 监 测 设 备 进 行 实 时 数 据 分

析，为生态灌区建设提供支撑。

三、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促落实
利通区政府高度重视试点建设，

成 立 了 现 代 化 生 态 灌 区 工 作 领 导 小

组，建 立 联 席 会 议，及 时 召 开 会 议 研

究试点建设方案，解决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自治区水利厅多次到利通

区指导生态灌区建设工作， 为生态灌

区建设出谋划策。

2.主动对接促落地
利通区领导带队先后 5 次到水利

部、发展改革委进行项目专题汇报，到

北京、天津、甘肃等省（直辖市）进行项

目招商， 实地考察了澳大利亚潞碧垦

水利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绿谷源

水利科技有限公司等， 为社会资本在

利通区落地生根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3.加大前期促进度
委 托 设 计 单 位 编 制 完 成 了 多 项

规划设计方案，为社会资本尽快入驻

搭建了平台。 同时以自治区“一网一

库 一 平 台”为 依 托，基 于 已 建 的 数 据

中 心、 业 务 平 台 等 智 慧 水 利 核 心 框

架，建立了利通区灌域信息化综合平

台。 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确定了 PPP
项 目 咨 询 机 构， 由 咨 询 机 构 开 展 工

作，完成了社会资本招标投标工作。

4.积极签约促进展
利 通 区 先 后 与 甘 肃 大 禹 节 水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吴忠市利通区高效

节 水 现 代 化 灌 区 试 点 建 设 项 目 引 入

社 会 资 本 建 设 运 营 管 理 框 架 合 作 协

议》； 与澳大利亚潞碧垦水利系统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绿谷源水利科技有

限公 司 签 订 了 《吴 忠 市 利 通 区（中 澳

合资）全渠道自动化灌溉系统建设项

目合作协议》， 将世界先进的节水设

备生产线引入利通区，落地生产。

5.出台制度促保障
在利通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的 支 持 配 合 下，先 后 出 台 了《利 通 区

水 资 源 确 权 方 案 》《利 通 区 小 型 水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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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长，基本可以保

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短季农作物的栽

种与收获， 也可考虑湿生植物和水生

蔬菜的种植； 消落带上部可考虑种植

适宜当地生境的湿生植物 （主要为乔

灌木），形成消落带生态保护缓冲区。
（4）加强支流污染治理工作。 水

库 水 体 总 氮 浓 度 既 受 库 周 面 源 污 染

的 影 响，也 受 汉 江、丹 江 等 干 支 流 输

入的影响，影响因素比较复杂。 支流

是重要的污染来源之一，因此急需开

展流域内污染支流的治理工作。 以实

施河 长 制 为 抓 手，从 点 源、面 源 污 染

控制出发，加快上游地区城镇生活污

水 和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的 规 划 与 建

设，实施生态农业，削减农业化肥、农

药的施用量，改善支流尤其是污染较

为 严 重 入 库 支 流 如 神 定 河 、泗 河、犟

河和老鹳河的水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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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方 案》《利 通 区 农

业 水 价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制 定 了 《利 通 区 水 权 交 易 管 理

实施 办 法（暂 行）》《利 通 区 水 资 源 使

用 权 分 配 方 案 、节 水 奖 励 实 施 办 法 、
精 准 补 贴 实 施 办 法 》《吴 忠 市 利 通 区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维 修 养 护 管 理 办 法 》
《利 通 区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维 修 养 护 经

费 使 用 管 理 制 度》，为 利 通 区 建 设 现

代 化 生 态 灌 区 提 供 了 强 有 力 的 政 策

保障。

四、实践成效

1.助推了重点水利改革
现 代 化 生 态 灌 区 建 设 涉 及 信 息

化、智 能 化 工 程 建 设，还 涉 及 小 型 水

利工程产权制度、水权、水价及水利管

理体制机制建设等诸多内容。 利通区

在开展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时， 完成

了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水权、水价

调整、管理体制机制、基层服务体系等

一系列改革，取得了较好效果。

2.突显了节水综合效益
通过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建设，

2.2 万亩金银滩试点区年节水 500 万

m3，五里坡扬水灌区年节水 80 万 m3，
节水增效明显： 亩均水费由 85 元下

降至 73 元，降 幅 14.7%；灌 溉周 期 缩

短 5 天，亩均省工 0.5 个；高效节水智

能化灌区节水量达 70%。 利通区通过

跨行业进行水权交易，将农业田间节

水反哺工业和畜牧业用水，使农业节

水效益得以实现，为宁夏的经济发展

奠定了基础。

3.强化了群众节水意识
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扭转了“水

从 门 前 过 不 淌 也 有 错 ”“淌 多 淌 少 一

个样”的用水观念， “大水漫灌”“弃水

入沟”的现象不复存在。 用水户节水

意 识 明 显 增 强，杜 绝 了 争 水、抢 水 的

现象，水事纠纷大幅度减少。

4.实现了灌溉管理的公开透明
通过安装自动化量测水设施、配

置水费收缴管理等信息化系统建设，
实 现 了 预 交 水 费 制 度 ， 并 可 上 网 查

询，让群众“淌明白水，交明白费”。 目

前水费收缴率 由 83%提 高 到 99.2%，
杜绝了水费“跑、冒、滴、漏”现象。

5.落实了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
通过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将 水

利工 程 的 所 有 权 、使 用 权、管 理 权 落

实 到 村 集 体、协 会、市 场 化 的 管 理 服

务 公 司 ，使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有 人 建 、
有 人 管 、有 钱 管 ”，实 现 了 灌 区 管 理

的 现 代 化， 确 保 了 工 程 效 益 的 长 效

发挥。

6.探索了现代化灌区建设模式
通过近 2 年的积极探索，利通区

对 现 代 化 生 态 灌 区 有 了 较 为 清 晰 的

认 识， 基 本 勾 勒 出 了 引 黄 灌 区 的 现

代 化 生 态 灌 区 建 设 模 式 和 路 径 ，为

全 自 治 区 的 水 利 建 设 起 到 了 示 范 带

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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