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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克逊县阿拉沟大型灌区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灌区内目前仍存在田间工程建设标准低、信息化建设程度低等问题，同

时生态环境的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等因素影响，灌区在基础设施、节水管理、运营期管理等方

面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对于灌区内高产出的经济作物灌溉需求，逐步呈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经

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必须利用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加快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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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economic constraints, the large-scale irrigation area in Alagou, Tuokexun County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low 

standards for fiel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low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factors such as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djustment of crop planting structure, and intensification of water resource supply and demand 

contradictions also affect the irrigation area.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in infrastructure, water-saving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period management. For the irrigation needs of high-yield economic crops in the irrigation area, it gradually shows that they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and ensure effectiv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to use new technologies, standards, 

and equipment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arge-scale irrig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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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阿拉沟大型灌区位于托克逊县，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和

经济作物生产基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灌区内农业生

产模式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旨在对阿拉沟大型灌区

现状进行调研，探讨其现代化改造的思路和路径。阿拉沟灌

区目前在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存在不足，

难以适应高产作物灌溉需求的增长，同时生态环境变化和水

资源供需矛盾也日益凸显。一方面，我国“十四五”规划提

出了农业现代化的重大目标，要求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另一方面，灌溉农业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

保障，也是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加快阿拉沟灌区的

现代化改造，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1 灌区现状 

阿拉沟大型灌区水源主要来自阿拉沟流域和白杨河

流域两大流域，灌区目前共有建成水库 2 座（中型），在

建水库 1 座（中型），引水渠首 8 座（中型），机电井 1316

眼，中间调节蓄水池 13 座。灌区上游有阿拉沟水库和红

山水库，灌区引水受河道季节性流量的影响，导致年内分

配极不均匀；灌区灌溉历史悠久，但农业节水灌溉起步较

晚。目前农业节水主要以修建防渗渠道为主，田间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应用及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实施较少。致使水资

源利用率低下，同时，灌区内的渠首均建于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运行已四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工程存在严重老

化、年久失修等问题，工程运行已出现非正常运行现象。 

2 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 

2.1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

灌区现状问题的关键是走一条从传统灌区到现代化灌区

的发展之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灌区，是按照生态

文明、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并实行管理的

灌区，是建立和管理一个生态上自我维持、经济上可行的

良性循环系统。通过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结构和作物的品

种布局，合理开发和调配水资源，提高水的利用系数和产

出效益，发挥区域与环境优势，实现节水、优质、高效和

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灌区。 

2.2 建设节水型社会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阿拉沟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的重要

目标。只有建立起节水型社会，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利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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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促进灌区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推进建设节水型社会。一方面，需要深化用水管理

体制改革，优化水资源配置，将管理体制从原来的“供给主

导”转变为“供求协调”，实现水资源配置的有效匹配。同

时，还需要加快水价改革步伐，按照“谁用水谁付费”原则

实行水费收费机制，通过水价机制来激发各方节水潜力。另

一方面，我们应推广应用节水灌溉技术和设施，如滴灌、微

溉等，提高灌溉水使用效率。同时还要推广节水作物种植，

优化农作物结构。还需要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培养公众的节

水意识。最后，我们还应该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监测与评估机

制，及时发现和治理水资源的浪费情况。只有采取以上综合

举措，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以科学利用水资源和长期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节水型社会，从而促进灌区的可持续发展。 

2.3 推进农业现代化 

阿拉沟大型灌区要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采取一

个系统而协调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

条件，明确支柱产业和产业布局，重点培育特色农产品，

形成“一乡一业”的产业结构。同时还要优化整个灌区农

业生产布局，提高单产水平。另一方面，还需要重视产业

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一方面要壮大已形成规模的特色优

势产业，使其成为区域龙头产业；同时加强科技支持，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提升整体技术水平。此外还要注

重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标准体系建设，保证产品质量，以

及重点培育区域知名品牌，提升产品市场影响力。只有采

取这样一个系统而协调的发展战略，不同举措才能产生协

同效应，真正实现阿拉沟灌区农业的全面现代化。 

2.4 实施乡村振兴 

水利工程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水利工程是农村产业兴旺的基

础。全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

础任务，而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对于灌区特有的 干旱

情况，水是推动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对于农产品产量以及

品质都有着重要 影响，是现代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基础。第二，水利工程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构成部

分。水资源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对象，依托当前农村水系 

脉络，完善水利设施，加大对农村水系的建设力度，是建设

新农村、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工作。第三，水利工程是

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载体。水利工程建设是基础公益事业，

与农村群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能够将水利工程及水环境

的相关管理工作纳入农村管理规范中，要求广大农村群众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调动广大农村群众的积极性。 

2.5 巩固脱贫成果 

阿拉沟灌区的现代化改造，对巩固脱贫成果具有重要意

义。作为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灌区改造为

当地群众提供了生活和生产的保障。通过优化灌区水利设施，

扩大灌溉面积和保水能力，可以有效保障农业生产不受天气

影响，提高和稳定农作物产量，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同时，

灌区改造还会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一些特色优势产业，比如

水果、奶业等，这将带动就业增长，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灌区改造也会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如农产品加工、

销售等，这将促进产业深度整合，提升产值，扩大农民收入渠

道。总之，通过灌区改造提升农业效益和就业机会，将为脱贫

群众提供更稳定的发展保障，从根本上巩固脱贫成果。 

2.6 解决工程长效运行问题 

阿拉沟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需要解决好工程长效运

行中的各种问题，这对于保障灌区可持续发展及其带来的

经济社会效益至关重要。通过对灌区水利设施进行全面现代

化改造，如完善自动化监测与控制系统，优化水量分配与调

度方式，这将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证灌溉对象区

得到稳定高效的水源供应。同时，还应建立标准化的灌区管

理体系。例如，建立专业化的运营管理机构，明确其职责与

岗位设置；健全水资源定价机制，推行按用水量计费等方式；

完善水权管理制度等。这将有助于提高灌区管理水平。另外，

还应加强对水土资源和环境的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种问

题，防止生态环境恶化。只有通过全面提升灌区运行管理能

力，不断优化运行机制，才能保证项目长期高效运行，并使

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持续释放。 

3 灌区改造的措施 

3.1 工程升级改造 

通过改造、配套、升级、创新等措施，统筹解决部分工

程仍然存在的病险老化“卡脖子”、标准低、不配套、运行

安全隐患、水源变化等原因导致的供水保证率低、配水控制

难、维修养护成本高等问题。加强灌区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

节水灌溉工程等规划和工程实施的衔接，合理确定工程布局

和规模，突出重点，优先解决灌区中节水潜力和提升粮食生

产能力大的程设施配套改造升级，科学规划、精准施策。 

（1）灌溉保障：在现状水权指标条件下，使得灌溉

保证率达到的 80%以上；（2）水源工程：完成中型水闸维

修改造，设施设备完好率达到 100%以上；（3）骨干渠系

及建筑物：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达到 95%以上；加强计

量设施建设，使水量计量设施完好率达到 95%以上，水量

计量设施计量误差控制在 5%以内；（4）田间配套工程：

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0.668；（5）排水工程：完善排水系

统，缓解灌区盐碱化状况，排水沟道配套完好率达到 80%。 

3.2 信息化建设 

（1）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信息采集系统、信

息传输系统、数据存储与管理等。闸门一体化控制达到 95%

以上；水量自动监测、灌区雨情、水情、地下水、水质、墒

情、闸（泵）站测控、视频等信息的采集和控制达到 95%以

上。监测（控）站点到末端管理站点通信网络连通率达到

95%以上；各级监控调度中 心功能完善，数据存储完善。 

（2）应用服务系统：应用系统直接面向用户，为用

户提供信息服务和应用决策支撑等。水量科学调度系统完善、

调水科学合理，达到按需供水的目的。工程管理系统能对工

程生命周期全过程、全系统地管理。管理单位综合办公自动

化，灌区信息基本达到按需公开，灌区服务基本达到智能化。

建成覆盖现代化灌区管理全业务的应用系统，提升灌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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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能力。建立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生态监测体

系；供水工程管理实现全周期过程管理；调度精确化、用水

计量水费收 缴自动化；开展门户和移动服务平台建设，灌

区管理按业务、按工程、按单位实现一人一页。 

3.3 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水利工程

管理体制；建立管理科学、经营规范的水管单位运行机制，

形成无人值守、少人值班的全面自动化运行管理方式；建

立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体系；建

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和有效的水费计收方式；建立规范

的资金投入、使用、管理与监督机制；建立较为完善的政

策、法律支撑体系。（1）机构改革：职工队伍技术素质全

面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提高 10%以上，大专以上学历

占比指标提高 10%以上，达到 30%。每年管理与技术人员

培训人数不少于 20%，人均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小时。（2）

体制完善：通过确权划界、管养分离，达到“阳光水务”

管理公开、公正、透明的一流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合理反

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与投

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全面完成水权确权

登记，水权分配科学有序，水权交易顺畅。灌区服务及时

高效，灌区经费满足灌区正常需求，基本实现用水协会的

制度化、规范化目标。工程维护运行保障程度达到 95%以

上，工程运行维护费用及主要物资保障程度达到年计划的

95%以上，工程运行维护应急机制全面有效。 

4 罐区标准化建设 

阿拉沟灌区应全面推进标准化建设，以适应高效节水灌

溉的需要。目前，阿拉沟灌区在水利工程设施、灌溉技术等

方面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这将影响灌溉效率和水资源利

用效率。标准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统一

的技术标准体系。制定完善水利工程质量标准、灌溉水管理

标准、基础设施标准等各项技术标准。重点制定节水灌溉系

统标准，如滴灌、微溉等技术标准，推广高标准节水设施建

设。此外还需制定水权确权登记标准、水资源配置标准、用

水计划制定标准等管理标准，以规范各项工作开展。二是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优化渠网布局，提高输水能力。建

设统一的水量调度和监测系统，实现自动化运营。同时还需

规范化建设水库、引水工程等重点项目，提高设施水平和运

行效率。三是推进灌溉方式标准化。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标准，

淘汰低效灌溉方式。建立节水灌溉区块，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四是完善相关支持保障。研究制定以标准为基础的法规政策，

明确标准的法律效力。加强标准宣传和培训工作，督促执行

标准。同时建立完善的标准监督管理机制。只有全面推进各

项标准化工作，才能提高阿拉沟灌区设施水平和管理水平，

实现高效节水利用，促进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5 改造标准 

5.1 总体标准 

（1）灌溉水源工程安全可靠、取水设施健全、功能完

备，满足灌区供水量和水资源配置、用水调度信息化管理需

要；（2）输配水工程输配水体系健全、建筑物完善，骨干工

程与田间工程衔接顺畅，渠道、建筑物及各类配套设施设备

完好。干渠、支干渠按照“美丽渠道”标准化要求；（3）排

水工程中的干沟、支沟等骨干排水沟道采取自流排水方式，

其纵横断面应满足除涝标准下设计排水畅通，以及边坡稳定

等要求；（4）田间工程指支渠以下工程，分为地面灌溉与高

效节水灌溉。田间地面灌溉全部改造为高标准节水灌溉，田

间渠道及建筑物配套，满足现代农业集约化、机械化要求。 

5.2 设施化标准 

渠道，过流能力满足设计要求，工程设施完好，渠道

一侧运行道路通达，量（监）测水设施及安全警示标志完

善，在此基础上，提高可靠度和耐久度的要求，关键渠段

安全防护设施完备，部分渠道两侧绿化齐全；建筑物，满

足功能要求，工程设施完好，重要建筑物运维道路通达、

管护设施齐全，安全警示标识完善。在此基础上，工程达

到可靠度和耐久度的要求，关键建筑物安全防护设施完备；

信息化改造等级，通过实施信息化等级提升到三级。 

6 结语 

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分年度实施计划安排应根据当前托克逊县现代化

改造存在的突出问题，如：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

失修严重、效率低、用水浪费；主要产粮区水资源保障能力低；

以及水资源调蓄水平低、智慧水管理体系建立不完善、水生态

破坏严重、水文化传承率低等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进行安排。

结合以往水利工程建设出现的问题及经验总结，建议在新疆吐

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实施

过程中，在不违反上节原则的前提下应结合灌排工程设施改造

与提升工程、智慧水管理体系建设工程、水生态保护与水文化

传承工程分布特点，尽量考虑整乡、整片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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