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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第二十个“世界水日”，记者探访我市农村水利工程

节水灌溉 高效增产

□

晨报记者 王帅 实习生 樊琳琳

目

前 ，水

资 源 短

缺 、 粗放

利用、 水污

染严重、 水生

态恶化等问题，

已成为制约我国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

活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瓶

颈。 3 月 22 日是第二十

个“世界水日”，我国的宣

传主题为“大力加强农田水

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 全省粮

食高产创建先进单位， 我市是如

何发展农业节水灌溉的？ 在保障

农业生产的同时，我市在保障农村

人口饮水安全方面又做了哪些努

力？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记者从市节水办公室了解到，我国多年

平均降水量约为 6 万亿立方米， 其中只有

2.8 亿立方米降水形成地面径流或渗入地

下。 虽然这一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因我国

人口基数大，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

资源量的 1/4。

我市地处海河流域，属卫河水系，主要

有淇河、卫河、共产主义渠 3 条河流。淇河是

我市主要的供水水源地，对我市工农业生产

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淇河在我市境内长

76.6km，上游水多为山泉水，水质优良。

“面对全球日益紧张的水资源环境，我

们要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工作，使我市有限的

水资源得以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为我市

城乡居民生活及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市节

水办公室工作人员说，2011 年，全市实现城

市节水总量为 266 万立方米，今年的节水指

标是实现城市节水总量 200 万立方米。

自 2004 年以来， 中央连续出台了 8 个

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核心是保障

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省九次党代会提

出，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

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

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三农”工作始

终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保障粮食安全，大兴农村水利工程

建设、发展农业节水灌溉便是其中一项重要

举措。

“发展节水灌溉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性条件，尤其是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应积极

推广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

技术。 ”3 月 20 日，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科科

长李全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目前我市的耕地面积约为 150

万亩，除西部山区耕地灌溉主要靠大气降水

外，我市可灌溉耕地面积约 126 万亩。 近几

年，我市大力投入建设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和

节水灌溉工程，截至 2010 年，全市节水灌溉

耕地面积已经达到 90.05 万亩，占总可灌溉

耕地面积的 71.47%， 目前每年新发展 4 万

亩 ~4.5 万亩的节水灌溉耕地，到“十二五”

末，我市的节水灌溉耕地面积可达到 100 万

亩。

“我市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80%，水

源主要来自降水、过境水、地下水，农业用水

量之大， 对水资源利用率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连续多年，我们采取铺设地埋管道、硬化

渠道输水、发展喷滴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李全民告诉记者。

节水灌溉究竟如何节水？浚县是全国粮

食生产标兵县、农业部批准的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 3 月 21 日上午，在浚县水利局工作

人员陪同下，记者深入浚县王庄镇部分村庄

进行采访。

这几日， 元过村地头的 40 厘米宽、 80

厘米深的地埋管道管沟刚挖好， 管道铺设

前， 记者看到一些村民拿铁锹在自家地头

做最后的修缮工作。 水利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等地埋管道铺设完毕， 覆上土后仍

能种庄稼， 比土渠节省耕地。 元过村的一

位村民告诉记者， 原来漫灌浇一亩地需要

两三个小时， 土渠会大量渗水、 跑水， 浇

地时需要几个人跑前跑后挡水、 改水； 用

上地埋管道浇地， 从机井里抽出的水很快

能到农田的各个出水口， 浇地用时少， 能

省下不少电费。

记者在王庄镇部分村庄田间走访时看

到，通往田间的道路全部被硬化，一望无际、

生机勃勃的麦田边一座座黄色井房整齐排

列，井水就从这里被抽出，通过地埋管道，流

向田间各个出水口。 当日上午突降大雨，只

有少数村民在麦地里施肥、浇地，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原计划本月底集中灌溉。 在刘井

固村地头，浚县水利局副局长丁海连手指着

道路一旁的沟渠说：“这是节水灌溉的另一

种方式———渠道防渗。 不过地埋管道灌溉、

滴灌、喷灌节水更高效，使用节水灌溉，估计

能亩均增产 150 公斤粮食。 ”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浚县 91 万亩耕地

中，60.95 万亩耕地属节水灌溉区。 节水灌溉

能为农民省多少钱？李全民粗略地为记者算

了一笔账， 如果按照以前漫灌的方式浇地，

一亩地需要浇水 100 立方米，而采用节水灌

溉浇地的话，每亩地用水只有 60 多立方米，

亩均能省下 5 元 ~10 元。

据了解， 我市农田采用的节水灌溉方式

主要有四种，地埋管道灌溉、渠道输水灌溉、

滴灌和喷灌。其中采用地埋管道灌溉、渠道输

水灌溉方式的耕地面积占到节水灌溉面积的

95%~97%，少数大棚采用滴灌，地块大且完整

的耕地适合采用喷灌灌溉。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事关农民身体健康，

也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农村

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截至 2010 年，全市农村安全饮水

达标人口已经突破 93.3 万人。

3 月 21 日， 浚县王庄镇韩井固村卫生

所，哗啦啦的自来水从卫生所洗手间的水龙

头流出。卫生所负责人王立洗了洗手对记者

说：“原来是自家打井吃水，烧开的水不仅浑

浊还发苦发咸。 如今家家户户都能 24 小时

喝上自来水，方便又安全。 ”

自来水来自距离卫生所不远的联村供

水站。该供水站有一眼深井，通过水泵抽水、

压力罐加压，供给韩井固、郭井固、周井固、

孙井固 4 个行政村村民饮用。韩井固村的变

化，只是我市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投入的

一个缩影。 据了解，像这样的供水站已经覆

盖浚县多个乡镇。

过去， 浚县部分乡镇饮用水存在氟超

标、苦咸、浅层水污染问题。 2000 年，浚县开

始饮水工程建设，在火龙岗丘陵区和卫河沿

岸水质污染地区建成饮水、供水工程，解决

了村民饮水困难及饮水安全问题；“十一五”

期间， 浚县解决了 8 个乡镇的 103 个行政

村、15.1 万人饮用水安全问题。

“现在对农村饮水水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仅要让农民吃上水，而且要吃好水。 ”

李全民说。

就“农村如何保证饮用水安全”问题，李

全民说，水利部门会到存在饮水不安全的村

庄取水样化验，对水质不合格村庄报送至国

家审批；通过审批后，国家、省和我市各级财

政部门下发专项资金用于打深水井或连接

城市自来水管网， 然后对饮用水消毒后，输

送至各个村民家中。

据了解，目前我市一些村庄和人口还存

在饮用水安全问题，“吃好水， 吃方便水”问

题有待解决。

去年我市实现城市节水266 万立方米

“十二五”末，我市节水灌溉耕地面积可达到 100 万亩

浚县 91 万亩耕地中有 60.95 万亩属节水灌溉区

节水灌溉一亩地可省 5 元 ~10 元

农民饮水向“吃好水、吃方便水”转变

3 月 21 日上午， 记者来到浚县王庄镇元

过村田间地头， 这里刚刚挖好地埋管道灌溉

的土沟。 王永攀 摄

浚县王庄镇刘井固村田间的灌溉渠道。

王永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