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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主推膜下滴灌  力促节水增粮

组织铺设滴灌管带及地膜, 任务繁重，

且施工期短。为保证年度建设目标顺利

完成，积极探索并积累大规模项目施工

经验，吉林省在春季提前动作，实施完

成膜下滴灌面积56亩，均已投入运行。

（一）坚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

强力推动。项目建设之初，由于当地干

部群众认识水平有限，接受程度不高，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按

照先建试点—再行示范—后加推广的模

式，分别采取组织农民参与建设、对农

民进行培训、带领农民现场参观考察等

有效办法加以引导，循序渐进、稳扎稳

打，成效显著。

（二）实行项目自主申报，发挥农民

主体作用。通过2010年试点示范、2011

年大面积推广和2012年大规模推开，

吉林省膜下滴灌项目建设已经发挥了

重要的带动作用，影响面不断扩大。经

过媒体宣传、现场参观等方式，农民切

身感受到项目实施带来的好处，极大地

激发了农民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同

时也使各项目县政府深深地感到投资

建好水源井工程的责任。在此基础上，

吉林省从2013年开始，项目建设实行

农民自主申报，充分发挥农民建设和管

护主体的双重作用，逐渐把农民“政府

要我干”的观念扭转为“政府帮我干”。

实行农民自主申报，有利于膜下滴灌项

目建设顺利推进和建设成果保存，更有

利于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长久利用和

持续发挥效益。

（三）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管护体

系。吉林省多年搞节水灌溉的实践证

明，凡是基层运行管护体系建设好的项

目区，项目建设成果保存都好，实施效

果都很显著。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探索，

总结了四种行之有效的管护模式：一是

前郭县王府镇和乌兰塔拉乡由大企业大

面积租种农民土地，实行企业建设和管

理；二是乾安县所字镇则字村组建农民

合作社参与建设管理；三是长岭县前七

号镇十家户村大户（井权人）带动农民

搞管理；四是通榆县乡镇水利工作站

带领受益人搞管理。这四种做法各有特

点，在选择运用时各地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怎么有利怎么干，不搞一刀切。

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行农民合作社或乡

镇水利工作站进行管理。条件不成熟的

采取分头管理的方式，即井及首部由井

权人负责管护；地埋干管、支管由乡镇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负责管理；播种铺膜

机由县乡农机部门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或

井权人签订协议进行管理；滴灌带和地

膜由农民负责管理和回收。

（四）加大财政投入，保证资金落

实。为保障项目建设顺利开展，省级财

政统筹整合资金4亿元，及时落实了年

度省级配套资金；项目县通过使用抗

旱、扶贫和土地整理等资金建设水源井

工程，解决了县级财政配套2亿元和农

民自筹2亿元的问题。

（五）加强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

在项目具体建设过程中，由于节水增粮

行动项目投资大、关注度高，关系农民

切身利益，为保证工程质量，吉林省主

要做了四方面努力：一是关口前移，控

制材料质量。省里开展了大宗材料设备

市场准入审核，抬高门槛，引入大企业，

杜绝小作坊。同时，对施工方采购的物

资不定期进行抽检，采取“三控制一联

合”，即施工单位在材料入地前检测控

□吉林省节水增粮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当前，吉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

上升到600亿斤阶段性水平，要进一步

提高生产能力必须克服干旱缺水给吉林

省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带来的严重威胁，

否则其它农业综合增产技术很难发挥

应有效果。国家实施东北四省区“节水

增粮行动”，为吉林搭建了难得的平台。

吉林省以此作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之举给予高度

重视，省政府和各项目县专门成立了节

水增粮行动领导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

长，水利、财政、农业、农发等部门负责

同志为成员，各部门分工负责，形成合

力，推动工作。

此次“节水增粮行动”，吉林省计划

用四年时间发展90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项目主要分布于省内中西部地区

的白城、松原、四平和长春的15个易旱

县（市、区），按照“政府推动、企业运

作、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运作模式，

全面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采

购、统一施工、统一管护。项目建设主

推膜下滴灌，因为早在2008年，松原、

白城部分县区就开展了膜下滴灌试点工

作，2011年又在中西部15个易旱县（市、

区）进行了大面积示范，试点实践表明，

发展膜下滴灌，在田间铺设永久性的输

水管道，至少能使用30—50年，还可实

现粮食稳产高产，保证农民持续增收，

2011年项目区58.4万亩膜下滴灌增产粮

食4亿斤，农民增收4亿元。2012年，吉

林省要建设完成200万亩玉米膜下滴灌

项目。与大型喷灌机施工不同，滴灌系

统施工相对较为复杂，需要挖沟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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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监理单位平行抽查检测控制；省领

导小组办公室不定期随机抽查检测控

制；联合项目区义务监督员，实时跟踪；

并建立起了从厂家、监理、项目法人、

施工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到受益农户的

完整的责任链条，哪个环节出问题，就

追究谁的责任。二是因地制宜，合理确

定埋深。坚持实事求是，管道埋深宜深

则深，宜浅则浅，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管道深埋还是浅埋，不搞一刀切。如

通榆县，由于乡镇水管站具备较好的管

理能力，能够组织受益农户进行排水和

设备管护等工作，就选择了浅埋；洮南

市根据土质情况分别采取了浅埋和深

埋；前郭和大安等县市，为减少管护工

作量，就选择冻层以下的深埋方案。总

的原则是，浅埋项目区，必须先建立完

备的管护体系，以确保地埋管路秋收后

有人排水，有关设备有人管护。三是加

强管理，保证施工质量。督促各项目县

法人履行好职责，协调设计、施工、监

理三方，齐抓共管，严格按实施方案搞

好项目施工。明确监理单位要充分发挥

监督管理作用，采取巡回、旁站等方式，

加强监督检查，要求关键部位施工必须

先验收，再进行下一道工序。设计代表

要及时到位，为工程施工服好务。施工

单位要提高质量意识，发现不足，及时

整改。四是落实责任，加强监督检查。

从材料设备采购、施工安装到建后管护

等各个环节，都做到责任落实到人，层

层抓，层层管，并着力提高责任意识、

黑龙江：高起点高标准推进“节水增粮行动”

建设任务，直接关系到之后三年“节水

增粮行动”的有效推进。为实现开好局，

起好步，黑龙江省建立了由相关省直单

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节水增粮行动”

联席会议制度和相关工作机制，明确职

责分工，落实目标任务，制定工作计划，

密切协作配合，着力从五个方面强力推

进节水增粮行动。

（一）筹集资金，足额到位。实施“节

水增粮行动”，投入是关键。2012年全

省总投入32亿元，其中中央投入19.2亿

元，需省级财政投入6.4亿元。为顺利实

施此项目，全省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

下，积极筹集落实资金，2012年年初在

省级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6.4亿元用于

项目建设。同时，各市县财政部门也按

照要求积极筹措落实资金，并按项目实

施进度拨付资金。 

（二）精心谋划，落实落靠。为了科

学搞好规划，合理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认真开展了前期调查摸底和测算论证工

作，在对全省各地水资源分布情况进行

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组对

全省高效节水灌溉项目意向进行了认真

核实筛选，并深入部分县区对各种节水

灌溉模式的推广应用情况进行了反复调

研，对各种节水灌溉模式的投入产出效

益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合理确定了全

省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规划思路和

布局安排。召开了“节水增粮行动”建设

任务对接会，与30个建设项目区10万

亩以上的重点市县对接落实了任务，同

时召开了全省2012年度“节水增粮行

动”县级实施方案编制培训会议，对项

目区各市县技术负责人和部分参与实施

方案编制的技术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提高了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组织专家

对2012年度“节水增粮行动”县级实施

方案进行了论证评审，将项目区和具体

建设任务落实到各乡镇、村屯，并通过

□黑龙江省节水增粮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

黑龙江省作为粮食大省和国家重

要商品粮基地，2011年粮食产量占全

国粮食总产量的近1/10，实现了“八连

增”。但连续增产背后也面临着产量基

数高、生产成本高、资源约束强等压力

和挑战，国家适时启动“节水增粮行动”

切合黑龙江省粮食稳产、再增产的迫切

需要。按照国家“节水增粮行动”总体部

署，2012—2015年四年间黑龙江省“节

水增粮行动”总任务量是1500万亩。具

体建设内容是：中心支轴式喷灌（大型

喷灌）工程600万亩、卷盘式喷灌 (中型

喷灌) 工程290万亩、管道式移动式喷

灌（小型喷灌）工程276.3万亩、膜下滴

灌（微灌）工程260万亩和水田节水灌

溉工程73.7万亩。2012年是黑龙江省全

面启动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第一年，

高起点、高标准完成好320万亩的年度

质量意识，发动各级政府、社会和受益

农民共同监督，不留死角。 

从已建工程运行管护情况看，这些

措施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2年春

季项目实施区域在全年雨水条件总体

偏好的情况下,仍显示出明显增产增收

的效果。比如西部的通榆县，全年降水

是近14年来最多的一次,但由于全年气

温低，还经历了连续40多天的秋吊，玉

米膜下滴灌地块公顷产量与常规种植相

比，仍增产万斤以上。向海乡农民刘贵

和开通镇农民王刚,严格按照膜下滴灌

技术要求种植了7公顷多的玉米，秋后

测产显示,公顷产量超过了3万斤，收到

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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