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4)2022,4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200

宁夏农垦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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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宁夏农垦农业产业现状，在总结近年来宁夏农垦高效节水灌溉发展取得的成效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分析宁

夏农垦高效节水发展中在政策、机制及管理运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宁夏农垦高效节水工程建设、运行管护的特点，提

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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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垦始建于1950年，是在荒漠、沼泽、盐碱地上建

立起来的，共有14个国有农场，分布在宁夏9个县市，自然

条件差，建设标准低，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弱，属于典型的内陆灌溉农业，可以说没有灌溉就没有

农业。近年来，宁夏农垦持续优化调整农业结构，在保障粮

食安全的情况下，加快粮改饲步伐，通过扩大青贮玉米的种

植面积，全力保障养殖产业饲草供给需求，实现了用占全区

3.4%的耕地，2.1%的农业劳动力，提供了全区10%以上的商

品粮，在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但由于玉米等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的持续扩大，水资

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严重制约了农垦现代农业的发展。大

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挖掘节水潜力，是宁夏农垦经济社会

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农垦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宁夏农垦农业产业现状

宁夏农垦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发展成效。宁夏

农垦坚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全面落实农业供给侧改

革，调整优化作物结构，初步确立了优质粮食、优质牧草、

现代种业、特色经果林、绿色瓜菜等五个特色种植业格局。

截止2020年年底，垦区总播种面积64.6万亩，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47.5万亩，其中：春小麦播种面积1.3万亩，水稻播种面

积15.1万亩，玉米播种面积30.9万亩。全年粮食总产量38.16

万吨，占自治区粮食总产量380.49万吨的10%，其中：夏粮

产量0.61万吨，秋粮产量37.55万吨。

2  宁夏农垦高效节水发展成效

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宁夏农

垦自2011年以来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截止2020年，宁夏

农垦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1.71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64.85万

亩的48.90%。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及水肥一体化技术

的应用，使宁夏农垦的农业生产真正达到四节（节水、节

肥、节工、节地）、两增（增产、增效）、一减（减少环境

污染）的综合效果。（1）节水。2018-2020年《宁夏农垦年

度统计报表》显示，2020年，宁夏农垦农业用水总量6.82亿

m3，较2019年8.99亿减少2.17m3，较2018年9.79亿m3减少2.91

亿m3，农业用水总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垦区高效节水区总用

水量5550m3/hm2，漫灌区总用水量12750m3/hm2，节水7200m3/

hm2，高效节水可节水45%，节水效果明显。（2）节肥。垦

区高效节水区滴灌玉米种植面积最大，占整个垦区高效节水

区种植面积的60%以上，滴灌区玉米总施肥量900kg/hm2，

费用2550元/hm2，氮、磷、钾肥利用率分别为54%、45%、

64%，较漫灌区玉米总施肥量1200kg/hm2，费用3390元/hm2，

氮、磷、钾肥利用率分别为33%、15%、49%[1]，可节肥20%

左右，降本24%左右，利用率提高15%-30%。（3）节工。

各农场高效节水区普遍实施托管运行，生产中只需要雇佣

短期季节工就可以完成滴灌田间的农业生产工作，高效节

水灌溉人工7.5个/hm2，较之漫灌区人工15个/hm2可节约人工

7.5个/hm2[2]，可节省用工费用600元/hm2，并且在实施托管后

可把职工从土地劳作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经营工作，从

而提高收入。（4）节地。在高效节水灌溉模式下，田块可

以不用打埂，从而节省了土地，增加了有效种植面积，可

节地10%左右，增加有效种植面积2%左右，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5）增产。高效节水区水肥一体化种植的玉米产量

为15000kg-18000kg/hm2，相对漫灌区12900kg-15000kg/hm2

可增产2100kg-3000kg/hm2，增产率可达15%-25%。（6）增

效。通过高效节水技术的运用以及统一托管经营，垦区农

业产业种植结构调整得到进一步优化，效益得到进一步提

升，实现了增产增效和降本增效，亩均增效约240元-270元

左右，提高了职工收入。（7）减少环境污染。垦区高效节

水区普遍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用精准施肥给药技术，提

高肥料和农药利用率，减少化肥农药用量，降低化肥农药残

留，有效控制了农业面源污染。

3  高效节水灌溉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节水激励政策不完善，认识还不够到位

受传统灌溉方式的影响，农场和广大职工群众对建设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深刻，重视程度不够，

加之高效节水农业需集约化经营，工程建设需征用部分土

地，施肥、灌溉需统一管理，灌溉时间及方式也需调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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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源的重新调配会引起一定的社会矛盾，部分农场对困难

准备不足，有一定的畏难情绪；现阶段农业水价相对偏低，

垦区水权管理制度尚未完善，节水成本与灌溉成本不对等，

节水激励制度未健全，上述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效节水

灌溉在垦区的发展。

3.2  投入不足，工程建设标准不高

高效节水灌溉是一项政府实施的公益事业，平均投资在

2.5-3.2万元/hm2左右，资金由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垦区自

筹资金构成，其中国家财政、地方财政补助资金为2.0-2.3万

元/hm2。因农场经济普遍困难，自筹资金难以落实到位，导

致高效节水工程平均投资降低，通常会采取降低建设标准，

削减施工项目，拖欠施工建设费用等措施降低总投资，造成

工程建设质量不高、工程运行可靠性差，影响了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的建设标准。

3.3  工程后期运行管护费用较高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成后，后期运行管护费包含二次

加压泵站的电费、设备维修费、一次性滴灌带的更换费、

人员管护费等，目前，垦区玉米使用的一次性滴灌带用量

约为10050m/hm2，单价0.15元/m，年更新毛管费用1508元/

hm2，地面铺设的支管至少每2年更新一次，加上配套的各类

管件、闸阀等，年更新设备费用在2300元/hm2左右；电费也

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运行较大成本之一，目前垦区农业生产

用电价格为0.45元/度，农场现阶段没有农业优惠电价，大大

增加了运行成本；高效节水灌溉所用的速溶肥料种类少、价

格高，也增加了运行成本。工程运行管理费用已成为高效节

水灌溉工程能否正常运行的最大制约因素[3]，据统计，垦区

约30%的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因管理费用欠缺处于带病运行状

态。

3.4  管护与技术保障不到位

垦区各农场针对高效节水专门的组织机构不健全、缺乏

完善系统的管理办法、分工不明确；管理技术人员缺乏有关

专业知识，职工认识不到位；资产管理主体不明确、灌溉技

术与农艺措施结合不紧密、水费成本核算不到位。

4  宁夏农垦高效节水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宣传培训

充分利用会议培训、报刊杂志、要情简报、新媒体等，

对高效节水工程典型做法和经验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让农

场职工真正认识到高效节水农业建设项目是一项节本增效工

程，是一项惠民工程，充分调动职工群众投身高效节水项目

建设的积极性，培养和锻炼一批技术骨干。

4.2  严格水资源管理

为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垦区高效节水灌溉的可持续

发展，一是严格实行总量控制，压缩水稻种植面积，加强垦

区内部用水指标管控；二是建立绩效考评与奖惩制度，制定

高效节水项目灌溉运行考评办法及节约用水奖惩办法，激发

各农场节水积极性。对已实施的高效节水项目从效益、运行

管理等方面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对节水成效显著的农场给与

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并优先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政策倾

斜，对管理混乱，节水效果不明显的农场要求限期整改，并

暂停新项目的安排；三是鼓励和支持节水设施及设备器具的

研发。

4.3  优化高效节水工程建设制度

在垦区内部强化高效节水工程的公益性和基础性属性，

大力争取政府各级财政给予的资金补助，通过建立垦区内部

农业发展基金，引导支持农场加强自筹资金投入，建立属地

农场贷款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贴息机制，鼓励属地农场

引入社会资本，推动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为垦区高效节

水事业注入活力。

4.4  落实维修管护费用

为保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成后的正常运行，垦区内部

应建立维修管护费用落实制度及补助机制。一是积极争取农

场属地政府小型水利工程维护管理专项经费的支持，积极争

取当地政府对玉米等粮食作物滴灌带的更新补贴；二是争取

属地政府供电部门对高效节水农业的优惠电价政策，降低高

效节水工程运行中二次加压电费，减少运行成本费用。

4.5  实施节水产品财政补贴制度

积极争取自治区政府农业部门将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

水泵、过滤器、施肥设备等纳入农机补贴清单，争取补贴费

用；垦区内部建立一次性滴灌带补贴制度，在现有财政补贴

的基础上再给予适当补贴补助，调动农场职工实施高效节水

工程的积极性。

4.6  加强高效节水综合技术应用

充分利用宁夏农垦农林牧推广技术中心的科研平台，强

化技术攻关，实现节水灌溉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集成，促

使农业灌溉技术向着自动化、智能化方式转变，有效降低化

肥使用量，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实现水、肥精准化灌溉，

提升农业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马文礼.发展节水农业,推动宁夏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J].

现代农业,2018.

[2]谷传申,杜伟.宁夏农垦高效节水灌溉探析[J].现代农业

科技,2019(9).

[3]高宏,鲍子云.宁夏高效节水灌溉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J].农村水利,2017(7).

作者简介：李学峰，1978年10月，汉，男，宁夏西吉，

宁夏立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工程师，本科，

研究方向：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监理。

胡娜，1987年04月，汉，女，宁夏中卫，宁夏农垦勘测

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农田水利

工程规划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