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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实践
马磊

和《农业水价改革及奖补办法》，全面推

行“一提一补”、“超用加价”改革模式，

全省 115 个试点县全部编制完成改革方

案，完成改革面积 851 万亩。三是建立

水权交易市场。制定出台了《河北省农

业水权交易办法》，探索实施取用水户间

自主交易、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平台交易、

委托用水合作组织交易和政府回购等多

种形式的水权交易方式，使节约出来的

水资源能够在交易中获得收益。四是建

立城市水价调整补偿机制。研究制定了

《建立健全水价调整补偿实施意见》，对

城市使用南水北调长江水，在过渡期内

实施水价调整补偿政策，推进增加江水

使用量，减少城市地下水开采使用。

（二）强化政府控管手段。治理地下

水超采范围广、投入大、历时长，必须

发挥政府对取用地下水的管控作用，构

建资源集约型用水体系和精细化管水

体系，才能够切实推动治理工作顺利实

施。一是积极推进依法治水。制定出台

了《河北省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使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二是实施水资源税改革。出

台了《河北省水资源税实施办法》等 15

个改革文件，利用税收刚性手段，促进

水资源节约利用。三是控制用水总量结

河北是典型的资源型缺水省份，水

资源总量严重不足，近 30 年来累计超

采地下水 1500 亿立方米，超采区面积达

6.7 万立方米，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下水漏

斗区，引发了地面沉降、湿地萎缩等地

质环境灾害。2014 年，国家确定在河北

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河北省

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建

立了“确权定价、强化管控、内节外引、

综合施策”的综合治理模式，三年来，

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144.62 亿元。全省初

步形成压采地下水能力 22.3 亿立方米，

试点区浅层地下水埋深下降速率有所减

缓，60% 面积的深层地下水埋深呈现回

升态势。

主要做法

（一）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只有让用

水价格正确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建

立符合市场导向的用水管水机制，才能

激发群众节水内生动力。一是实施水权

确权登记。按照“政府主导、公平公开，

可以持续、留有余量、生活优先、注重生

态”的原则，制定出台《水权确权登记办

法》，发放水权证 1033 万套，为开展水价

改革奠定基础。二是合理制定用水价格。

制定出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

构。以“三条红线”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为上限，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积极探索用水总量控制有效途径。四是

强力组织关停井。建立机井管理数据

库，完善封存备用井管理、维护和监督

制度，明确启用条件和审批程序。目前，

全省已关停机井 5200 眼，其中农业灌溉

机井 4190 眼，城市机井 1010 眼。五是建

设监测管理系统。合理规划地下水位监

测点布局，建设地下水水位水量动态分

析、预测、评估等信息平台，布设地下

水监测站 1690 处，安装地下水取水计量

设施 39404 套，为实施地下水监管提供

了技术支撑。

（三）内节外引减少开采地下水。实

施节水优先战略，积极调整种植模式，

努力推进从水源到田间，从灌溉节水到

农艺节水的全方位节水工程，切实减少

地下水开采取用。一是着力调整种植结

构。引导农民改变种植习惯，适度压减

旱季高耗水农作物种植，使耕地休养生

息、恢复地力。实施“一季休耕、一季雨

养”农作物面积 200.6 万亩。二是推广农

艺节水技术。大力推广节水抗旱农作物

品种，累计推广节水抗旱小麦品种 1700

万亩，水肥一体化技术 94.6 万亩。三是

实施高效节水工程。以专业大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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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发展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 299.4 万亩。在减少开采地下水

的同时，为保障农业、工业、生活基本

用水需求，必须大力发展替代水源，用

好地表水。一是引调外地水源。改造提

升位山引黄、引黄入邯、卫河引水等工

程，清淤疏浚河道 9455.9 公里，扩容整

治坑塘 1015 座，实现地表水置换地下水

灌溉面积 537.1 万亩。二是切换城市水

源。加快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建设

水厂以上输水配套工程 2056 公里，新

建、改建水厂 112 座，完成邯郸马头电

厂、邯郸钢厂等直供水项目。三是利用

微咸水。推广地表水与微咸水混合灌溉

方式，实施井渠混灌，有效利用微咸水，

防止土壤盐渍化。四是实施人工增雨。

完善人工增雨作业条件监测网，满足增

雨作业条件判别、实时指挥和作业效果

评估的需要。

（四）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创新项目

建管机制，提高社会参与压采工程建设

和管护积极性，对于确保节水工程项目

能够建得成、管得好、用得久，至关重

要。一是政策引导，实施精准补贴。政

府对地下水超采治理项目给予一定补

贴，引导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

调整种植结构和采取各项节水措施。比

如，对调整种植模式项目，按每亩 500

元给予补助（连续补助 5 年，从第四年起

补助减半）；对旱作农业项目，按每亩

100 元给予补助 ；对非农作物替代农作

物项目，按亩均 1500 元给予补助（连续

补助 5 年，从第二年起补助减半）；对推

广冬小麦节水配套技术，按亩均 75 元给

予节水品种物化补助 ；等等。二是鼓励

社会投入。实行“先建后补”，鼓励农业

取用水户按照财政部门年度补助规模和

水利部门年度项目安排范围，自主申报

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

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调动农业取用水

户实施节水改造的积极性。建立“建管

服一体化”制度，鼓励运用 PPP 模式进

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和维护。三

是推行社会化管护。近年来河北省节水

灌溉系统不断投入使用，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是，由于缺乏专人和专业机构进

行后续管护，很多设备损毁严重，使用

年限大大缩短，效益低下。为解决这一

问题，河北省积极鼓励推行委托、承包、

租赁、购买公共服务等市场化、专业化、

社会化水利工程管护方式，目前已发展

各类灌溉服务组织 2209 个。

取得成效

（一）试点区地下水超采得到一定

遏制。根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出具的

第三方评估报告，浅层地下水埋深下降

速率有所减缓，60% 面积的深层地下水

埋深呈现回升态势。其中，沧州市浅层

地下水埋深回升 0.27 米 ；衡水和邯郸市

深层地下水埋深分别减小 3.34 米和 1.27

米，沧州市、邢台市深层地下水埋深基

本稳定。

（二）地下水超采治理模式初步形

成。在系统总结两年来经验做法的基础

上，探索形成了“确权定价、控管结合、

内节外引、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各

地也创造了一些具体的特色经验做法，

比如，威县建立“建管服一体化”管理模

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节水压采 ；献县

委托公司负责地表水工程运行、维护和

管理，确保工程长效安全运行。

（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保持。

通过实施冬小麦春灌节水稳产配套技术

和喷灌、微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

精确控制灌水量和施肥量，促进了生物

节水与农艺节水的有机融合，推动了农

业种植由粗放的水肥管理模式向精准定

量的现代灌溉模式转变。

（四）干部群众节水意识普遍增强。

各级政府对水资源有限性、紧缺性的认

识进一步深化，在招商引资、引进项目

时，更加注重对本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

评估论证，主动严格限制高耗水项目

立项。广大企业和农民群众节水意识也

得到增强，水资源有偿使用的观念正在  

形成。

（作者单位 ：河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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