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推广节水灌溉  实现持续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宁
夏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

区，农业用水供需矛盾十分

突出，干旱缺水成为制约全

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与此

同时，“大水漫灌”的浪费现象也普遍

存在，灌溉水的利用率只有40—45% ，

而先进国家达到 70—80% 以上。为彻

底改变农业发展既“缺水”又“费水”

的状况，自治区按照争创全国节水型

社会建设示范省区的目标要求，依托

农业综合开发的项目优势，扎实做好

节水灌溉工作，积累了成功经验。
一是注重技术研发与科学规划。

积极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宁夏大学、

宁夏农林科学院在渠道防渗砌护、沟

道疏通与治理、模式化喷微灌节水高

效灌溉和集约化节水灌溉方面的合作

研究，并与区内外科研院所和大专院

校在滴喷灌技术、盐碱地治理开发 、

咸水与淡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开展

技术合作。同时，科学分析宁夏节水

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和工作措施，分

区域设计节水农业发展模式。

二是探索建立高效节水示范区。

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思路，

统筹区域水资源配置，分区域规划布

局项目。相继在黄羊滩农场、青铜峡

金沙湾园区、平罗西大滩、中宁红梧

山等地建立了以滴灌和喷灌为主的

节水灌溉示范区和试验基地。通过对

沟、渠、田、林、路的综合治理，灌区

农田基础设施配套率由原来的7% 提

高到 60% ，亩均节水 40% 以 上。黄羊

滩农场示范区位于银川平原西部，属

贺兰山东麓山前洪积倾斜平原，气候

干燥，年均降雨量仅有 185毫米。其

土壤类型为淡灰钙土，地表面多为沙

壤土。原来灌溉采用高程58米的四级

扬水，不仅费用昂贵，而且肥水渗漏

现象严重。农场以传统种植业为主，

由于受土地和灌溉条件的限制，多年

来经济发展缓慢、职工收入不高，一

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节水灌溉示范区的建成，给

农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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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末，引进大型节水喷灌设备 32台套，实

施节水喷灌面积达 5万亩，平均每年可节约用

水 300 多万吨。实施节水灌溉前，每亩地年水费

支出 1 10—120元；实施 节水灌溉后，每亩地年

水费 支出 89.55元， 节省了 20—30元。从种植

效益看，节水喷灌区外的耕地，平均亩纯收入

222.57元；节水喷灌区内的耕地，平均亩纯收

入 382.98元，高出 160.4 1 元。

宁夏节水农业发展
方式力求新转变：

⒈ 积 极 争 取 项 目，

加大资金投入。

⒉ 突出 区 域 特点
加强分类指导。

⒊ 整合农发措施，
形成开发合力。

⒋ 强化科技支撑，优

化产业结构。

三是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引进国外先进节水

设备，示范推广畦田灌溉 、水稻控灌、旱作节灌等

节水技术。在引黄灌区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通过盐碱地治理开发和咸水与淡水

资源高效利用扩大耕地面积。在中部干旱带示范

推广滴灌 、喷灌、渗灌和覆膜保墒技术，改变土壤

水分蒸发条件，增强土壤自身的持水能力。在南部

山区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保持、改良和合理利用

水土资源，防止水土流失。节水技术的示范推广切

实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拓展了农民增收空间，有

力促进了旱作节水灌溉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

通过近十年的示范推广，宁夏节水农业取得

了长足发展。一是节约了灌溉用水。如采用喷滴

灌比传统的地面灌溉节水 50—60% 。二是增加了

农作物产量，提高了农作物品质。适时适量地满

足土地对水分的需要，可以精准控制土壤水分、

保持土壤肥力，不破坏土壤团粒结构，为作物根

系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状况。三是增加了耕地面

积。喷滴灌等灌溉方式的运用，能大大减少沟渠

和田埂占地，可提高耕地利用率 10—15% 。四是

调节了田间小气候。增加了近地层空气湿度，并

调节了温度和昼夜温差，避免干热风、霜冻对农

作物的危害，达到既增产又提高经济作物品质的

目的。五是节省了劳力。节水灌溉机械化程度

高，大大减轻了灌溉的劳动强度，

提高了作业率，免去年年修筑田

埂和田间沟渠的重复劳动。

当前，西部大开发新十

年的开启给宁夏节水农业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难得的历史机遇。长

期以来，由于受到自

然条件、生态环境、

产业基础等因素影响，宁夏三大农业板块发展不

平衡，特色优势不突出，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

度统筹优化水资源配置，坚持把中部干旱带作为

新阶段节水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抓紧兴建大柳

树水利枢纽、盐环定扬黄续建工程等一批事关西

部地区和宁夏发展全局的重点水利工程，进一步

打牢宁夏节水灌溉示范区的创建基础。

农业综合开发作为推动宁夏农业发展的主

力军，要发挥部门优势和项目优势，逐步扩大与

科研院所技术合作的内涵和外延，加快推进节

水灌溉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步伐，努力实

现 节水农业发展方式新转变。一是积极争取项

目，加大资金投入。按照“节约优先、立足挖潜 、

合理使用、优化结构”的原则，分区域确定节水

技术示范推广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打好西部大

开发和支持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组合拳”，在

上级支持下，逐年增加节水灌溉新增项目资金，

为农发节水灌溉配套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二是突出区域特点，加强分类指导。按照加快

建设“三大示范区”的战略构想，在综合考虑农

业综合开发整体计划的基础上，选择 节水农业

条件基础较好，具有一定代表性 、针对性 、示范

性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各类节水灌溉示范区，

科学合理地配水配肥，集中连片推广规模化、集

约化的 节水灌溉耕作模式。三是整合农发措施，

形成开发合力。坚持农业综合开发工程与非工

程结合的 节水措施，综合运用水利 、农牧、林业、

科技等农业综合开发措施，大力推广先进适用

的喷滴灌 、微灌、管灌及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引

进、选育和推广耐旱作物与抗旱品种，实施田

间节水栽培作物技术，切实提高水资源的利用

率，实现农发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有机统一。四是强化科技支撑，优化产业

结构。注重高新技术及产品在节水农业发展中

的应用，建立健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形成一批符合宁夏实际的节水农业技术创新体

系。按产业化思路发展节水农业，突出农民在节

水灌溉中的主体地位，培育一 批 节水特色优势

产业，降低水资源成本，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实

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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