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节水，增产增效不增水(田间追踪高质量·节约型农业) 

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9，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方面粮食连年丰收，另一方面水资源约束

趋紧，如何加快推进高效节水农业？ 

近日，记者在河北、陕西、甘肃调查发现，各地推广节水灌溉技

术、优化种植结构、创新水资源管理制度，走出了一条水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 

浇地变成“浇作物”，节水灌溉技术落地生根 



田畴里铺了一层绿，河北衡水市武邑县朱庄村种粮大户朱同中浇

完越冬水，舒了口气，“1300 多亩小麦，两天多就搞定了。” 

田间地头，一栋栋机井房点缀其间。“浇地刷卡，机井自动放水，

咱再也不用白天黑夜守水了。”朱同中说，过去浇地人人上阵，如今

十来人就把上千亩地包了。 

朱同中采用的是大田滴灌设备，“滴灌管埋在地下，水直接流到

麦苗根部，从浇地变成‘浇作物’，每亩地一季用水量从 80 立方米减

少到 60 立方米左右。” 

节水账连着增收账。“现在浇地省水省工，发展规模化经营，心

里有底。”朱同中和中化现代农业河北有限公司签订了托管合同，“田

保姆”提供节水品种、绿色化肥、机械化收储等一条龙服务，再加上

省出的水费，每亩地成本减少 300 多元，而小麦单产从八九百斤增加

到 1200 斤左右。 

武邑县是粮食大县，地处华北地下水漏斗区。为了破解粮与水的

矛盾，县里鼓励农民采用滴灌、喷灌等农业节水技术。全县农业用水

量从 2013 年的 11700 万立方米降至 2019 年的 9447 万立方米。 

“农业是我国用水大户，2019 年我国农业用水量为 3682.3 亿立

方米，占用水总量的 61.2%，有的地区甚至超过 90%。”水利部农村

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介绍，当前农业灌溉用水效率总体不高，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仅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30%。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大有潜

力。 

政策引导，一大批节水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石羊河流域夹在腾格

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过去因为无序取用水，石羊河长期断流，

地下水严重超采，水退沙进，两大沙漠几乎合拢。 

节水让石羊河流域重现生机。在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下双镇南水村，

温室大棚科技范儿十足。“打开水肥一体机，营养套餐直接‘喂’到

根须处，西红柿苗长得旺，用水比过去少了一半左右，一座棚毛收入

有 3 万多元。”村民相录说，购置滴灌设备有补贴，技术指导也跟得

上，大水漫灌不行了，必须要走节水的路子。 



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局局长康德奎介绍，政府与科研院所围

绕节水关键技术协同攻关，组织专家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全流域完

成大田滴灌、温室滴灌等田间节水改造工程 296.98 万亩，2019 年石

羊河流域用水总量比 2006 年减少了 6.3 亿立方米。 

从大水漫灌到高效节水，农业生产方式不断走向集约。水利部发

布小麦农业灌溉用水定额，推广一批成熟农业节水技术和产品，推进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十三五”以来，中央每年安排 2000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重点支持华北平原、西北旱区等地区大

力发展喷灌、滴灌等农业节水技术。2019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提高至 0.559，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以水定产，高耗水的减下来，节水作物多起来 

用水之变，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也促进了产业结构优

化。 

缺水地区如何发展现代农业？一道考题摆在地处渭北旱原的陕

西礼泉县面前。全县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176 立方米左右，远低于国际

公认的人均 500 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 

老果园 30 多年了，苹果品质退化，产量直往下掉，发展啥新产

业？“啥不费水咱种啥。”4 年前，史德镇史南村相中了温室蔬菜。

村党支部书记贺成龙介绍，“水利部门免费配置了温室滴灌设备，一

茬蔬菜每亩需水量仅为十几立方米，但收入近万元。” 

如今，史南村 1200 多亩的蔬菜产业园已经建成，村民可通过土

地流转、务工、承包大棚等方式参与其中。“以前靠天吃饭，辛辛苦

苦挣不下钱。如今种大棚菜，一年收入能有 7 万元。”村民薛备战承

包了两个大棚，棚内一垄垄西红柿、黄瓜长势喜人。 

骏马镇付官寨村种了 260 亩耐旱品种葡萄——阳光玫瑰。“葡萄

今年收成不错，直接销往广州等地，平均每斤价格 16 元上下，一级

果能卖到 40 元。”陕西越唐现代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崔婉莹

介绍。 

“村子缺水，我们千方百计省水。”崔婉莹说，“葡萄需水量相对



小，基地又配备了水肥一体机，一亩地每次用水量从 70 立方米降到

13 立方米。水肥搭配合理，营养更易吸收，长出的葡萄个头均匀，

色泽光亮。” 

“我们把节水作为调结构的指挥棒”。礼泉县水利局局长宁斌介

绍，葡萄、樱桃、石榴等节水品种相继落地，目前全县节水灌溉面积

达 11 万亩。 

发展农业要以水定产，量水而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减压高

耗水作物，扩大耐旱作物面积，才能不断挖掘农业节水潜力。”水利

部全国节水办公室主任许文海介绍。 

各地坚持因地制宜，特色作物、旱作农业、设施农业等新产业不

断涌现。凉州区清水镇河西村的温室大棚里，花开正盛。名扬合作社

负责人刘涛介绍，花卉不“贪”水，20 多天浇一次，一次只用 6 立

方米，而一亩鲜切花收入能有 2 万多元。 

该退的退，该转的转，一道道田野里的“加减法”，提高了农业

用水效率。从 2016 年到现在，全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由 616

万亩扩大到 3112 万亩，试点省份由 9 个增加到 17 个。冬小麦节水新

品种与配套技术集成应用 5 年累计推广 1.1 亿多亩。全国水肥一体化

技术应用面积近 1.5 亿亩。 

机制节水，协会管水，水价改革撬动节水革命 

冬灌时节，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纸屯村的麦地里，不见忙碌的

身影，喝饱水的麦苗正为来年返青、拔节蓄势。 

“过去一到用水高峰期，大家免不了争水、抢水。”纸屯村农民

用水户协会会长李文朝感慨：长长的水管铺在田里，不停地从井里抽

水；泵站、沟渠年久失修，水跑一路漏一路。 

地处华北地下水漏斗区，元氏县非常缺水，全县人均水资源量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 1/7。有收无收在于水，村民纷纷打井，全村打了 70

眼井。农田水利设施无人管护、地下水过量开采、灌溉浪费严重。 

为破解难题，元氏县成立县乡村三级农民用水户协会。“你浇地

我负责，少用有补贴，多用要罚钱。”李文朝介绍，灌溉设施产权归



村集体所有，协会统一管理、维修、收费。 

用水户协会统一规划，把全村 70 眼井压缩到 12 眼，同时建了

1800 多个出水口，铺设了 3 万多米地下输水管道。“出水口建在地头，

村民凭着智能卡浇地，用水量实时显示。浇地有序了，用水也少了。”

李文朝介绍。 

目前，元氏县 155 个村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形成近 800 人的基

层管理队伍。通过科学管理，全县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 17.76 万亩，

地下水位年均回升超 2 米，年均节水超 1000 万立方米。 

农业水价改革深入推进。元氏县核定一亩地用水量 172 立方米，

用水超标的，每立方米水价加 1 毛；节水的，每立方米奖励 3 毛 5。

“村民节水有劲头，浇地不再大水漫灌，而是用塑料软管一垄垄地浇，

平均用水量减少了一半。”李文朝说。 

水价“杠杆”撬动节水革命。江苏东台市 1452 座灌溉站全部实

行计量，颁发农业取水许可证 243 份，年水稻田灌溉节水达 1747.8

万立方米。陈明忠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从局部试点示范到面上整体

推进，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逐步建立，全国改革实施面积累计超

2.9 亿亩。 

“农业节水要久久为功。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完善不同农作物的

灌溉用水定额，集中攻关和推广节水技术，发挥市场作用，加强行业

监管，形成‘谁节水、谁受益，谁浪费、谁受罚’的机制。”许文海

说。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0年 12月 27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