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网织密，智能升
级，农田灌溉不再“卡
脖子”

“有收无收在于水”，今年种粮大户

杨宝丽感受格外深切。

“弱苗转壮，关键就靠这遍水肥。”

在河北省成安县北乡义乡路固村地头，

杨宝丽正忙着春灌，“去年小麦晚种了

20 天，麦苗明显矮了一截，松土、镇压，

最关键还得把地浇透，小麦拔节才有后

劲儿。”

水渠连着田垄，水缓缓淌进麦田，

杨宝丽舒了口气，“多亏通了水渠，不

用再眼巴巴盼水，200 多亩地几天就能

浇完。”

杨 宝 丽 细 数 变 化 ，“ 现 在 咱 用 的

是 漳 滏 河 灌 区 的 水 ，老 话 说‘ 河 水 养

田 ’，一 点 也 没 错 。 从 用 井 水 到 用 河

水 ，地 里 碱 子 少 了 ；从 拉 水 管 到 通 水

渠，不用没日没夜守着，灌溉不再‘卡

脖子’了。”

为浇地忙碌的，还有漳滏河灌溉供

水管理处用水科科长吕树峰，“农民用

水有需求，灌区全力保障。”3 月初，灌

区工作人员逐条水渠、逐座闸门检修，

不断优化供水计划，确保清水及时输送

田间。今年小麦促弱转壮任务重，灌区

已经供应农业灌溉用水 1.02 亿立方米，

灌溉农田 128 万亩。

春灌是夏粮丰收的关键一环。一

座座水库，一条条水渠，一片片灌区，

织密水网，连起了千家万户，丰收水畅

流广袤田野。

“目前水库蓄水充足，春灌有序展

开。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

学调度水利工程，最大程度满足农业

用水需求。”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灌

溉节水处处长王欢介绍。据预测，今

年全国计划实施春灌面积超 3.5 亿亩。

目前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 6200 万亩，

供水超过 80 亿立方米。

如今，水网连上互联网，水利设施

更智能，灌溉更高效。

江 西 省 新 余 市 渝 水 区 长 陇 村 田

间，村民廖蠢牯正忙着抛秧，一株株秧

苗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曲线，落入汪汪

水田，廖蠢牯坦言：“种早稻要卡准点，

浸种、育秧、栽苗都得赶上趟，缺水可

不行。”

前些日子，老廖还在担心：“今年

打算提前一周灌田，要是来不了水，可

咋办？”老廖把顾虑告诉了村干部，没

多久就接到放水通知。

“在手机上一点，闸门实时开启，

农民能及时浇水。”江西省袁惠渠工程

管理局信息中心副主任周建云介绍，

“闸门抬升高度、时长都能精准控制，确

保用多少放多少。”

“一张图”在线监测，“一张网”统一

调配，袁惠渠灌区大力开展信息化建

设，全渠道配水调度系统、预警平台、远

程闸门控制系统等不断完善，灌区供水

更高效。

轻 点 手 机 ，电 表 合 闸 ，抽 水 机 转

动。在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地甸村，村

民陶宏强“云上”浇地，一亩麦田能省水

50 多 立 方 米 。 地 甸 村 打 造 高 标 准 农

田，完善电力、水利等设施，让农民实现

精准灌溉。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

农田灌排基础设施体系，7000 多处大

中型灌区为粮食生产提供坚实的水利

支撑。“今年水利部门继续加强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完善灌溉

水源工程，优先将大中型灌区建成高标

准农田，打造一批现代化数字灌区。”王

欢介绍。

节水技术落地，浇
地变成浇作物，增产增
效不增水

浇过一茬水，麦田长出新绿。山

东省夏津县东李镇张官屯村村民姜荣

波蹲在田头查看长势，“麦苗已经分蘖

四五个，马上就要拔节了。”

“用上新技术，让 100 多亩晚播麦

大有起色。”姜荣波高兴地说。田间，一

根 150 米 的 铁 臂 伸 展 ，垂 吊 的 喷 头 转

动，水雾喷涌，小麦“喝”上营养套餐。

姜荣波对“新家伙”十分满意，“这叫自

走式平移喷灌机，只要设定好水量和时

长，一按开关，水肥喷洒均匀。”

“麦田地势高，离水渠远。以前俺

们浇地要一天到晚守着，晚‘喝’上水的

麦子，个头蹿不起来。”姜荣波说，“如今

啥时候用水啥时候浇，两天就能搞定，

丰收有了底气。”

当地水资源不丰沛，更要在节水上

下足功夫。“地面灌溉改成小水喷灌，一

亩地少用一半的水，再加上省出的电费

和人工费，100 多亩地的灌溉成本从几

千元减少到 760 多元。”姜荣波算起节

水账。

春耕一线，滴灌、喷灌等节水技术

得到广泛运用。“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

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人口，必须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水

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农水处处长党平

介绍。

水利部门坚持总量管理、科学配

置、鼓励发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坚决

遏制大水漫灌。 2021 年，全国新增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 188 万公顷。

节水，要从田头贯穿到源头。在各

地，节水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 过 去 土 渠 连 着 机 井 和 农 田 ，水

边流边渗，看着都心痛。”河北省磁县

种粮大户宋槐胀有自己的“节水经”，

“浇地前，先平整一遍，地块不容易积

水。用上小麦节水品种，从浇三遍水

变 成 浇 两 遍 水 ，算 下 来 ，每 亩 地 少 用

几十立方米水。”

“离干渠远的地块，水一路跑冒滴

漏，一亩地要多浇 200 多立方米。”磁县

跃峰灌区庆和峪闸所所长张士团介绍，

“我们处于华北地下水超采区，更要节

约用水。支渠、斗渠等铺上防渗层，土

渠升级成‘三面光’，把来之不易的水用

在刀刃上。”目前，跃峰灌区主干渠渠系

水利用系数由 0.4 提高到 0.63。

衬 砌 渠 道 、设 立 计 量 设 施 ，2021
年 水 利 部 实 施 89 处 大 型 灌 区 现 代 化

改 造 ，项 目 完 成 后 ，预 计 新 增 节 水 能

力 超 7 亿 立 方 米 ，新 增 粮 食 产 能 超 9
亿公斤。

当前，水利部门抢抓春灌有利时

机，加大投入，创新举措，统筹推进工

程、技术、耕作等节水措施，今年全国

将 创 建 150 多 处 节 水 型 灌 区 ，为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提 供 更 有 力 的 水 利

支撑。

完善机制，科学管
水，打通工程管护“最
后一公里”

谁用水、谁管理、谁受益，农民用水

协会打通管护“最后一公里”。

河南省人民胜利渠灌区，开始了春

灌工作，提闸放水，黄河水沿着纵横交

织的灌渠，源源不断流向广袤田畴。

“小麦从返青、拔节到灌浆，啥时候

浇水都有讲究，一点都不能耽搁。”靠着

灌区的水，河南省获嘉县杨刘庄村种粮

大户杨荣鑫种了 200 多亩小麦，“苗情不

错，只要管得好，丰收有指望。”

“ 过 去 水 从 门 前 过 ，用 多 少 都 没

错。”杨荣鑫说，“用水高峰期，大家抢着

浇，等轮到自己，水量常常不够。”

农民用水协会解了这道难题。“农民

提前上报用水需求，协会与灌区沟通，安

排时间表，大家心里有本明白账。”杨荣

鑫介绍，“每亩地每年缴费 20 元，协会负

责疏通渠道、维修泵站，咱省心多了。”

让农民持久受益，要改变“重建轻

管”“重骨干轻末端”等问题。“水利部鼓

励引导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发展，解决

‘谁来管’‘如何管’，激活小微水利设

施，持续推进农村水利管理改革创新。”

党平介绍。

水权改革不断深入，激发农民节水

积极性。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立岗镇通

义村靠着引黄水，发展 1 万多亩玉米。

“过去靠着黄河不发愁，想用多少就用

多少。如今，分配多少用多少。”村党支

部书记马瑞宁介绍。

确权颁证，拧紧了“水龙头”。“村民

凭 着 水 权 证 浇 地 ，全 村 确 权 水 量

1041.67 万立方米，算下来，每亩每年用

水不能超过 117 立方米。”马瑞宁当上了

用水协会会长，带着村民走上节水路。

“全村 8条支渠、42条斗渠和其他重

要取水口，都有人管。”马瑞宁点一点手

机，一张灌溉图清晰显示，“泵闸装‘大

脑’，按需提闸，精准放水。”

节水换来真金白银。去年底，村里

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易会”，村民

省下的 140 万立方米水，流转给一家企

业，收益 5 万多元。“节水改造、用水协

会运转都有了经费保障，今年大家节水

更有劲头了。”马瑞宁说。

划红线、确水权、定水价……水权

交易不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持续

深化。水利部将严格落实“四水四定”，

推进将用水权分配到合理用水单元，积

极探索分类水价和超定额累进加价，久

久为功，精打细算用好水。

农田水利短板加快补齐，保障超3.5亿亩春灌面积

春水润田畴 优供保丰收
本报记者 王 浩

■打好粮食生产第一仗③R

核心阅读

水 利 是 农 业 的 命
脉。春耕时节，广袤田
野迎来春灌用水高峰，
各级水利部门科学调度
水利工程，优化供水计
划，让灌溉水畅流田间，
为 夏 粮 丰 收 提 供 有 力
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 国 持 续 加 强 农 田 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灌溉输配水工程，
建 设“ 大 动 脉 ”，疏 通

“毛细血管”，为保 障 粮
食 安 全 打 下 坚 实 的 水
利基础。

又到了野菜尝鲜季，冒嫩

芽的树头香椿，沾泥土的林间

竹笋，荠菜、蕨菜、野芹菜等各

色的野生春菜，在各地农贸市

场、生鲜超市走俏。在江西吉

安，农民范仕丽摆好菜摊，不

到半小时，一篮子野菜就被抢

购一空，不少顾客还预订了下

一茬。

悠 悠 万 事 ，吃 饭 为 大 。

野菜扮靓餐桌，折射的是人们

食物结构的变化。经过不懈

努力，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

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

界近 1/5 的人口，粮食供给总

量充足、库存充裕，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从 4亿人吃不

饱到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好，人

们的食物消费需求也在发生

变化，食物品种更丰富，结构

需求更优化。这就要求我们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出发，适应人民群众食物结

构变化新趋势，保障肉类、蔬

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

有效供给，从“满足量”加快转

向“提升质”，让百姓餐桌更丰

富、吃得更健康。

森林里的山珍美味，深海养殖的“海

上粮仓”，温室大棚的“新菜篮子”，如今的

农业生产已跳出“一亩三分地”的单一种

植，念“山海经”、唱“林草戏”、打“果蔬牌”，

拓展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的立体化大农业。

从“ 满 足 量 ”到“ 提 升

质”，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要在保护好生

态环境的前提下，因地制宜，

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

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

代 农 业 生 产 结 构 和 区 域 布

局 。 各 地 农 村 资 源 禀 赋 不

同，要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基

础上，宜粮则粮、宜经则经、

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

林。与此同时，瞄准供给侧，

从生产、仓储、加工、销售等

各 环 节 全 面 发 力 ，加 快 延 伸

产业链条，推动品种培优、品

质 提 升 、品 牌 打 造 和 标 准 化

生产，不断提升供给质量。

从“满足量”到“提升质”，

要 不 断 夯 实 粮 食 安 全 根 基 。

食 物 安 全 的 基 础 是 粮 食 安

全。多渠道增加各类食物供

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粮食

生产。因为肉蛋奶等食物，都

是依靠粮食转化而来的。因

此 ，必 须 坚 持 更 高 水 平 稳 产

量、稳面积，打好“组合拳”，严

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以

“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

牢 牢 稳 住 粮 食 这 块“ 压 舱

石”。只有夯实粮食“稳”的基

础，才能实现质量、结构、效益

等的“进”。“稳粮增效、一田多

收”，当前各地蓬勃发展的稻

渔综合种养，就是立足粮食安

全基础上保多样、保质量的生

动实践。

发 展 大 农 业 ，才 有 大 食

物。要在米袋子更丰盈的基

础上，让菜篮子更丰富、果盘子更多元、

油瓶子更优质，稳稳托起百姓“舌尖上的

幸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培育新的增

长点。

让
百
姓
餐
桌
更
丰
富
吃
得
更
健
康

常

钦

黄河岸边，春耕正忙。修枝剪叶、追

肥浇水，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吉昌镇上东

村村民牛常青忙个不停，“咱的果子不

错，不少订单提前就来了，只要管得好，

丰收有信心。”

苹果是当地农民的“金果果”。这几

年，牛常青干劲十足，修整果园，改进品

种，学习新技术，苹果品质不断提升。“去

年资金紧张的时候，农行信贷员主动上

门对接，10 万元贷款很快到账，手头宽

裕，今年种苹果咱底气更足。”牛常青说。

金融“活水”流进田间地头，乡村产

业生根发芽。农行临汾分行不断提升

金 融 服 务 精 准 度 ，围 绕 苹 果 、酥 梨 、红

枣、中药材等产业实际需求，缩短贷款

审 批 时 限 ，简 化 手 续 、优 化 流 程 ，开 发

“ 惠 农 e 贷 ”，支 持 产 业 提 档 升 级 。 同

时，“银行 +村委会 +致富带头人”的风

险防范网不断织密，让银行“敢贷”，农

民“愿贷”。

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优质金融服

务。襄汾县南贾镇东张村村委会主任郭

振祥感慨：“银行进村服务，俺们争取到

400 多万元的惠农贷款，水果、蔬菜、杂

粮、中药材等产业逐渐有了起色，50 多

户村民受益，人均年收入增加 3500 元。”

3 年来，农行临汾分行涉农贷款投放突

破 120 亿元，授信 1.8 万户。

“我们将继续创新举措，精准对接农

民需求，主动优化服务，为乡村产业铺路

架桥，为乡村建设添砖加瓦。”农行临汾

分行行长冯栋说。

农行临汾分行精准对接农民贷款需求

服务到地头 发展有劲头
赵智峰 吴云峰

■话说新农村R

要牢牢稳住粮
食这块“压舱石”，在
“稳”的基础上保多
样、保质量，托起百
姓“舌尖上的幸福”，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培育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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