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位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
张雪峰1  ，曹  倩

山东省聊城市位山灌区管理处

    [  摘  要]  聊城市位山引黄灌区是黄河下游最大的灌区，作为直接服务于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重要基础设施，引黄灌区在聊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 12年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
程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并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针对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提 出了合理

推行农业用水终端水价、加大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投入力度、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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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聊城市位山引黄灌区是黄河下游最大的灌区，作为直接服务于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重要基础设施，引黄灌区在聊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 12年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

    程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并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针对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提 出了合理

    推行农业用水终端水价、加大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投入力度、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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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Hj匠Ⅵ1    理，严格按基本建设会计制度立账、核算。基建项目资金与
1 渺“27u    本单位内部资金完全分离，实行专户储存、专人负责、专人核

    位山灌区地处山东省聊城市境内，属黄泛冲积平原区，  算，地方配套资金与中央国债资金统一核算、统一使用，严格

始建于 1958  年，1962年因涝碱停灌，1970年根据农业发展  控制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需要重新兴渠复灌。渠首设计引水能力为 240 m3/s，设计灌  ^ 。曲 l。.rtn、lb八 工r
溉面积 36刀 hm‘  ，实灌面积30.6万hm2  ，承担着聊城市东昌  一  ’臣匕、‘∥u  jV  、/J‘⋯

90个乡（  镇、办事处）  绝大部分耕地的灌溉任务，是黄河中下  了灌区工程条件，成为优化调度水资源、实现分散沉沙、远距

游最大的灌区，居全国6个特大型灌区的第 5  位。现有各类  离输沙的突破口，有效提高了灌区用水效率和综合效益，增

水工建筑物达 5 000余座，干渠 3  条，分干渠 53  条。复灌至  强了灌区科学发展能力。一是新增、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

今，经过多年的开发、续建特别是近 12年来的节水改造，位  6.2万 hrxm2  ，粮食单产 由 1998  年前的546 kg提高到2008  年

山灌区骨干工程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布局科学合理、功能  的860 kg，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 1945  元。二是渠道渗漏
日臻完善的工程体系，固定资产达7.2亿元。现已衬砌改造  和配水建筑物跑水损失大幅度减少，破堤取水和无偿用水问

骨干渠道 140 km，支级渠道61km，新建、改建配套建筑物575  题得到解决，年均减少输水损失 8 030万 m3  。部分节约水量

座。目前，位山灌区市管干渠工程配套率达98%，分干支渠  供给电力工业、城市环境，促进了工业生产，改善了城市环

配套率50%左右，田间工程配套率不足 10%；续建配套与节  境，维护了聊城市“江北水城？  运河古都”城市品牌，带动了

水改造工程完好率达98%，运行情况良好。     旅游业发展。据测算 ：仅工业部门年直接效益就达 4 200万

    自1998年以来，位山灌区已连续 12年被国家发改委、水  元。同时渠道防渗后堤外洇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共改 良盐

利部列入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计划和中央 2008  年  碱地0.2万 hr——2  ，相应增加农业收入 600多万元。三是渠道

拉动内需第一批和 2009  年第四批投资项 目，累计投资达  糙率由0.018  降低到0.014，提高了输水输沙能力。东渠及

38 716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投资 15 950万元，灌区自  一干渠衬砌后，基本实现了冲淤平衡；西渠实施断面缩窄改

筹 22 766万元。为切实做好项 目实施，位山灌区贯彻落实  造后，泥沙淤积量较往年减少 70%，西渠系统下游渠段甚至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建设管理办法》精神要  呈冲刷状态。四是堤防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种植了树木，

求，深化施工管理体制改革，因地制宜确定施工方式，确保灌  改善了沿渠生态环境 ，增加了社会收入。“昔 日渠堤沙飞扬，
区节水改造项 目建设管理规范，进度快、质量高。具体抓了  如今绿荫成长廊”便是当地群众对工程改造后环境改善的颂

“一项改革、两项革新”  ，做到了“五个到位”。一项改革是建  赞。五是拉动了内需，带动了建材等行业发展；锻炼了水利

设管理体制改革，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实行项 目法人责任制、  建安企业，壮大了水利经济。六是促进了灌区管理体制和运

工程建设监理制、招标投标制，并以合同方式确定参建单位  营机制改革，达到了以改造促改革的目标和要求。七是引人

的责权利。两项革新：  一是用挖掘机、铲运机联合作业代替  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建

人力施工，大大提高了土方施工效率和质量，体现了多快好  设人才，造就了一支技术过硬、作风优良的管理队伍。同时，

省的建设思想；二是积极引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和优化施  信息化工程的建成大幅度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和决策

工方法，如复合土工膜在施工中被广泛应用，渠道横向渗排  的科学化水平。

复合结构在工程排渗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五个到位是：匹配  1 —芎 —井 M 问 晡
资金筹集到位、建前宣传发动到位、施工技术服务到位、质量  3  7f 1土 Hvl口Uj毯

保证体系建设到位和施工迁占协调到位。工程建成并投入  3.1  水价不到位

运行后，均全面实行管养分离，现运行情况良好。    灌区水价不能适时调整，水价调整权限不明确，供水价

    位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立项批复后，及时成  格偏低，不能反映水的真实价值。目前，位山灌区农业供水

立专管机构，积极筹集配套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专户专账管  终端水价每亩次不足 16元，且包括清淤和池区补助粮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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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接第 101  页）     改革灌溉工程建设和维护的投资体制，积极探索在市场经

  渠道防渗等投资少、见效快、易管理的节水工程建设。尤其  济条件下，农村水利资金高效利用、滚动使用的合理方式，开辟

  在灌区项 目建设 中，既做好骨干工程的节水改造，也重视和  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资、独资等各种资金渠道，实行“多元化”

  搞好末级渠道的配套，改善灌溉条件，提高用水效率。    融资，改变过去灌溉工程建设和维护过分依赖政府的局面。
  3.2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节水灌溉事业重要性认识    3.5  进一步搞好节水灌溉规划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把节水灌溉作为革命性    从本县水资源状况、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来抓”的要求，这一决策具有深远影响和战略意义。当  等方面论述本县节水灌溉总体思路、布局和规划。主要根据

  前，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是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和  地形地貌、农业种植结构布局、水源类型等条件分别说明全

  基本目标 ，要求有更高的供水保证率，利津县充分发挥新闻、  市发展思路及布局。我县节水灌溉发展的发展重点主要区
  宣传部门的作用 ，加大宣传力度，广造声势，在全社会形成重  域为所有乡镇、主要工程类型为渠道衬砌。我县2010  ～2015

●  视、关心、支持节水工作的浓厚氛围。做好信息的报送工作，  年共规划发展 6处，规划面积 6.5  万亩。其中：2009  ～2010  ，

  及时发现总结和宣传节水工作实践中的探索和创新，运用典  规划 1  处，规划面积 1  万亩；2011  ～2015，规划 5  处，规划面

  型教育引导群众，推动节水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提高对节水  积 5.5  万亩。

灌溉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 —广i廿，瓤！几可z、=z一詹盘11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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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    4.1  资产移交

    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多方筹措资金保障节水灌溉工程投    为使项 目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及维修等工作逐步走

  入。资金按时到位是保证工程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我们在  向规范化、制度化，项目建成后，要及时组织办理项目资产移

  用足用好上级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交，明晰产权归属，落实工程管护主体。移交前必须按照国
  加大投入。一是政府对重点工程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二是  家或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竣工验收。

  积极协调上级部门，争取有关单位给予扶持、帮助；三是制定  4.2  运行管护

  激励政策，走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的路子，利用社会的力    ①明晰项 目产权，确定管护主体。②完善管护办法，落

  量扩大投入；四是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大力发展民  实专项管护经费。③创新管理机制，加强管护监督。④加大

  营水利，按照明晰所有权 、放开建设权、搞活经营权的原则，  管护工作的宣传，做到建管并重
  做到民建 、民有、民用。通过政策推动、服务促动、利益驱动，  4.3  水价及计收措施改革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投资兴办水利的积极性，尽快形成卖旧建    针对目前农业灌溉用水水费价格偏低、亏损运营的局

  新、滚动发展的水利建设新机制。     面，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积极推进水费价格改革，增加农
  3.4  多渠道融资，加大投资力度    业灌溉用水收入，推动农田建设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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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于供水成本价。特别是引黄人卫跨流域调水，每方水  4.2  加大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投入力度
约为0.14元，远达不到供水成本，与市场经济规律不符，影    针对目前位山灌区分干渠以下工程配套率低、节水潜力
响了灌区良性运营。     巨大的现状，希望尽快将《位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
3.2  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投入不足    划》立项。进一步加大位山灌区输水渠道尤其是末级渠系节
    灌区复灌以来，由于地方财力不足，长期又未被国家立  水改造的投入力度，实现末级渠系调配水自如，真正做到灌
项投资，致使工程建设标准低，再加上亏本运行，造成“先天  溉用水均衡调节，防止漫流，减少浪费，充分发挥水资源的应
不足，后天失修，带病运行，未老先衰”。通过lO余年来的续  有效益。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位山灌区骨干工程配套率和衬砌率大幅  4.3  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度提高，但分干支渠以及田间工程的配套率和衬砌率还远远    使灌区管理单位为财政补贴的准公益性事业单位，财政
不够，末级渠系存在水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直接影响了配  合理承担公益性人员经费和工程维修养护费，既确保灌区可
水调度和节水工作的深入开展。    持续发展和管理队伍稳定，又切实减少农民支出，确保粮食
3.3  管理体制不顺，制约灌区发展    安全和社会稳定。支级以下工程普遍建立用水户协会，形成
    位山灌区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地下水补源、生态  灌区管理局+管理分局+用水户协会的统一管理模式，逐步
环境水资源支撑等公益性任务，因管理机构未能准确定性，  建立起运作高效、权责明确、管理科学，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要
长期亏本运行，公益性损失得不到财政补充，管理队伍工资、  求的现代灌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
福利没有保障。且现行的分级管理体制不利于灌区内水资  务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源的统一调配和水费使用管理，不能发挥水资源的最大    同时，位山灌区也面临着难得机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
效益。    会把加强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 “}w}卜矗。）、、，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基本
崎 j日肥-司 叉￡以     完成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刚刚召开的中央
4.1  合理推行农业用水终端水价     农村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要把水利建设
    区分不同耕地和作物类型，合理推行农业用水终端水价  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加快推进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
改革。其中，国管工程水价由省物价局和水利厅审批，以用  造，搞好末级渠系改造，切实提高供水保障能力和抗旱蓄水
水量计费，群管工程水价由市物价局和水利局审批，以亩次  能力，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
计费，并制定终端水价与水费计收使用管理办法，使收费更  力和综合生产能力。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水利工作的高
加科学合理。    度重视，也为位山灌区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