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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开发
在去冬今春抗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刊记者

自
去年 9 月中下旬至今年２

月上中旬，我国北方遭遇持

续干旱天气，大部分地区降

水比常年偏少 6—9 成，河北、山西、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

等冬麦主产区受旱尤其严重。面对严

重旱情，受旱地区各级农业综合开发

机构高度重视，深入项目区实地查看

旱情，掌握水利工程完好情况，指导

项目区广大农民群众正确使用灌溉设

施，及时解决存在问题，确保项目区

水利工程全部有效地投入运行，在抗

旱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农业综合开发抗旱采
取的主要措施

（一）迅速启动抗旱水源应急工

程建设，加快 2011 年项目工程建设

进度。面对严重旱情，受旱地区各级

农发机构高度重视，迅速启动抗旱水

源应急工程建设，加快 2011 年项目

工程建设进度。为加快中央财政资金

拨付进度，督促地方加快项目建设和

资金支出进度，国家农发办在去年 8

月提前通知 2011 年中央财政资金指

标 194.23 亿元的基础上，今年 3 月初

又通知各地区 2011 年增量资金指标

33.27 亿元。同时，加快中央财政资

金拨付进度，截止到 3 月 15 日，已累

计拨付 2011 年中央财政资金 150.4 亿

元，并督促地方财政部门尽早将中央

财政资金拨付到县级财政部门或项目河北省坝上农发项目区推广膜下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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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确保项目早建设早见效。为支持旱区

加强抗旱水源应急工程建设，中央财政 2011 年

3 月初紧急拨付资金 8000 万元，对旱情较重的

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

肃 8 省各安排 1000 万元，专项用于 2011 年土地

治理项目区抗旱工程建设。河南省农发办 2011

年 1 月 31 日下发了关于迅速开工建设 2011 年度

项目及时发挥水利工程在抗旱保丰收中作用的

通知，要求全面启动 2011 年项目抗旱水源应急

工程建设，同时建立分片包干机制和工程进度

通报制度，确保小麦拔节、灌浆用水需要。旱区

广大农发机构纷纷提前启动 2011 年项目区水利

工程建设，山西、河北等省反映，已有不少 2011

年项目区抗旱水源应急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

（二）及时检查维修灌溉设施，充分发挥农

发水利工程的作用。近几年，我国频繁发生冬春

连旱。山西、江苏等省在去年入冬前就对已建农

发工程特别是灌溉设施进行了排查，对已损坏

或需维修的工程，及时更新和维修，加强管护，

确保所有已建工程都能正常运转。河南、河北、

陕西、甘肃等省也结合本次抗旱，对近几年项目

区灌溉工程完好情况进行排查，对损毁的机电

井、渠道、管道、出水口工程进行修复完善，使

其在抗旱浇麦中发挥重要作用。河北省石家庄

市高邑县农发办全员出动，动员项目区乡镇村

把全县项目区 900 多眼机井全部检修一遍，达

到了完好运行的状态。

（三）广泛开展抗旱技术咨询和节水技术服

务。安徽、江苏、陕西、河北、山西等省各级农

发机构，组织技术人员深入项目区，利用多种形

式加强对农户的技术培训，积极推广管灌、畦

灌、穴灌、沟灌等灌溉方式和“旱地龙”等旱作

农业技术，提高水利用效率，扩大灌溉面积，提

高抗旱能力。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农发局及时

开通 24 小时抗旱保苗热线电话，接待群众抗旱

保苗等咨询，同时通过电视台、报纸、网络、乡

村喇叭等报道旱情动态，宣传抗旱保苗技术和

各地抗旱保苗典型经验。

      二、项目区抗旱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项目区受灾程度明显减小。这次旱情

范围广、面积大、时间长、程度重，且持续干旱

与寒潮天气叠加，形成了旱冻并存的不利局面，

因此小麦苗情远远不如往年，抗旱形势十分严

峻。但农发项目区通过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如安徽省

亳州市农发项目区，每万亩农田共有机井 103.8

眼，且布局合理，灌溉机械齐全 ；而非项目区每

万亩农田拥有机井 60.5 眼。农发项目区由于浇

灌设施配套，功能齐全，小麦基本上实现了适时

播种，足墒下种，普遍进行了灌溉，受灾程度明

显降低。江苏省农发项目区旱灾面积 132 万亩，

约占全省旱灾面积 10%，且轻灾面积近 80%，预

计造成的损失占比更小。

（二）项目区抗旱成本明显低于非项目区。

农业综合开发自立项实施以来，始终坚持以农

田水利建设为重点，平原地区大力推广低压管

道输水、微喷灌等现代农业灌溉技术，丘陵山

区切实加强渠道衬砌，项目区农田灌溉条件得

到了明显改善，在这次大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管灌为例，项目区与非项目区相比具有以下

优势。一是省工。非项目区土渠输水，要专人

守夜抽水。项目区灌溉管道通到地头，灌溉时

开闸，不灌溉时关闸，不用专人长时间守侯。

二是省水。非项目区土渠输水，大水漫灌，渗

漏浪费严重，灌溉效率低下。项目区采用低压

管道输水，一般每亩节水 100 方以上，水的利

用率显著提高。三是省时。如江苏省丰县梁寨

镇项目区，项目实施前，水从泵站到麦田要半

小时，而现在开泵 10 分钟就能到地头。四是省

钱。丰县梁寨镇周寨子村有 800 亩冬麦，实施

农发项目前，全部灌溉一次需要 1.2 万元，项目

建成后全部灌溉一次只需 6400 元，节约了 47%

的灌溉费用。全县范围内统计差距更大，项目

区花费的抗旱成本每亩约 5—10 元，而非项目

区要 20 元以上。

（三）项目区农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促进农民

灾年增收。农业综合开发以灌排渠道和机耕道

路为重点，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既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

灾害能力，又方便了农业机械进出和农产品运

输，有利于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灾年增

迅速启动抗旱水
源应急工程建设。

及时检查维修灌
溉设施。

广泛开展抗旱技
术咨询和节水技
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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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同时，农业灌排条件的改善，也为成立农业

灌排服务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安徽省阜阳

市太和县大新镇农发项目区，以实施农发项目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建灌溉服务组织为契机，

成立了 4 个抗旱服务队，政府按照每天每台机

械 100 元的标准，对抗旱服务队给予补助，既充

实了抗旱力量，又有效完成了五保户、家庭困难

农户的抗旱任务，确保了抗旱工作不留死角。

三、进一步发挥农发作用增强抗
旱能力

（一）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努力建设高标准

农田。连续多年的旱情表明，农业基础设施尤其

是田间水利设施薄弱是制约我国农业生产发展

的主要障碍因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高标准农田

是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的必然选择。要坚持

把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作为土地治

理项目建设的中心任务，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

加大投入力度，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扩大中

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较大幅度

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和农业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二）采取综合措施，因地制宜发展节水灌

溉。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水旱灾害

日益频繁。我国人多地少，水资源贫乏，应立足

干旱灾害常态化趋势，在土地治理项目中，突出

水利工程特别是水源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节水灌溉。在北方平原地区，井灌区应以打

井、井电配套建设、改造原有机电井为主，提高

井水利用率 ；渠井结合灌区，可采取引河补源

等方式，合理配置河水井水用量。在丘陵山区、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和严重干旱地区，要推广集

雨节灌技术，建设水窖、塘坝等微型水利工程。

西北干旱地区应大力推广膜下滴灌技术。南方

地区可主要针对工程性缺水，加强水源工程建

设，实行渠道衬砌，推广水稻控制灌溉等技术。

加大旱作农业宣传，大力推广高产耐旱品种和

保护性耕作技术、各种旱作农业技术。同时，为

解决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外

部水利灌排条件，还必须加大中型灌区节水配

套改造项目的建设步伐。

（三）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已

建成工程管护工作。从近年来抗旱救灾的情况

看，老项目区水利工程损毁比较严重，这固然

与老项目投资建设标准低、年久失修有关，但

同时暴露出我们对已建成工程管护问题重视不

够，管护不力。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切实加

强工程管护工作。探索推行建立农民用水户协

会、租赁、拍卖、业主负责等多种有效形式，进

一步创新机制，完善管护办法，把管护工作纳

入到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上来，从政策、制

度、资金、方法等方面入手，确保管护工作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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