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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农业节水增效，
是内蒙古节水行动重点工
作之一。近年来，内蒙古
制定出台《内蒙古自治区
推进农业节水实施方案》，
对全区农业用水量控制、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黄河流域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等提出总体
目标。编制《全区农田灌
溉发展规划》，提出灌溉面
积发展目标。

锚定目标，内蒙古健
全完善农业节水四项机
制，走好农业深度节水控
水路。

——不断强化农业用
水管理机制。突出“总量
控制、定额管理”，将农业
用水总量逐级分解到村、
灌区斗口等合理管控单
元，严格控制超分水指标
取水和无序扩充灌溉面
积，落实“以水定地”。制
定分区灌溉用水定额，对
超定额用水进行加价收
费，并采取综合措施，逐步
实现在定额内用水。

——进一步完善农业
水价形成机制。突出“全
面定价、累进加价”，对灌
区农业用水进行定价并按
量收费，以水价达到运维
成本为基本要求，采取政
府定价或协商定价的方式
开展定调价工作。全面执
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利用加价格杠杆倒逼用水
主体节约用水。在农业水
价价格制定和调整上，突
出小步快走、稳步推进，使
农业供水价格尽快达到成
本水平。

——持续优化工程建
设和管护机制，突出“一体
节水、建管并重”，协调推
进灌区骨干与田间节水工
程建设，统筹农艺与农技
节水措施，建立从水源到
田间作物的全链条各环节
综合节水体系，形成节水
合力。落实工程管护责任
和维养资金，做好工程管
理，保障工程良性运行。

——建立健全农业节
水奖励机制。突出“精准
补贴、节水奖励”，统筹财
政等各类资金，对未达到
成本水价的灌区实行运维
成本补贴，对定额内节约
用水的用户进行奖励，以
奖补的方式调动各类管、
用水主体节水积极性。

此外，各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在转变农民用水
观念上发力，广泛宣传农
业节水的好经验好做法，
解读节水政策，引导群众
树立“人民用水人民节、
节 约 用 水 为 人 民 ”的 理
念，推动形成政府主导、
上下联动、群众参与的工
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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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遍地粮，无水
遍地荒。水利，是农业
的 命 脉 。 内 蒙 古 属 于
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
在“量”和“用”上都有
短板，必须健全节水机
制 、完 善 节 水 设 施 ，加
强 水 资 源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全 力 以 赴 破 解“ 水
瓶颈”、释放“水动力”。

守好农业命脉，首
要在“节”。节水，并不
是 限 制 用 水 、不 让 用
水，而是从源头上减少
浪 费 。 完 善 水 权 指 标
体系，通过论证评价前
置“控源头”、定额计划
用水“管过程”、有偿使
用制度“把末端”，严控
总 量 压 增 量 。 创 新 节
水用水机制，提高违法
取水和浪费用水成本；
深化用水权改革，通过
用水权交易，变水资源
为“水资产”；严格按照

“ 四 水 四 定 ”划 定 约 束
线，把有限的水资源用
在刀刃上。同时，强化
监督管理，亮起节水评
价“红绿灯”，高举节水
考核“指挥棒”，用好奖
补“助推器”。

守好农业命脉，不
仅要严格地“节”，更要
高 效 地“ 用 ”。 新 安 镇
树 林 子 村 利 用 黄 河 水
澄 清 滴 灌 水 肥 一 体 化
技术，亩均节约用水量
40%以上，取得节水节
肥 、清 除 泥 沙 、中 和 盐
碱 等 多 重 效 益 。 实 践
表明，用 好 新 技 术 ，科
学 用 水 、高 效 节 水 ，不
仅 能 把 宝 贵 水 资 源 省
下 来 ，还 能 赋 能 发 展 、
促 进 增 收 ，给 群 众 带
来 实 实 在 在 的 福 利 。
把 有 限 的 水 资 源 高 效

“ 用 ”好 ，就 要 推 广 应
用 此 类 好 做 法 ，加 快
农 业 节 水 设 施 建 设 ，
打 造 现 代 化 生 态 灌
区 ，有 效 解 决 农 业 大
水 漫 灌 问 题 ，形 成 节
水增效良性循环。

清水润田，支撑岁
稔年丰。以改革破题，
供 水 有 方 、用 水 有 度 ，
最 大 限 度 挖 掘 每 滴 水
的潜力、发挥每滴水的
效益，就能补齐水资源

“ 短 板 ”、挺 直 农 牧 业
“腰板”，为丰收增产打
下坚实基础。

千方百计
守好农业命脉

□哈丽琴

〖短评〗

内蒙古是我国粮食生产大区，耕地面积1.72亿亩，农业用水量占全区用水总量的60%以上。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节水意义重大。
为着力解决“大水漫灌”问题，促进农业节水增效，近年来，内蒙古突出“降水耗”这一导向，牢牢牵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牛鼻子”，加快完善农业用水

管理、农业水价形成、工程建设和管护、节水奖补四项机制，深挖农业高效节水潜力，推动农业用水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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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市蘑菇气镇蘑菇气
村巡渠。 韩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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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水利厅数据显示，2023年，内蒙古新增农业
节水能力3.73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区73个大中型灌区完成
新一轮定调价，并实现取水口在线计量，65万眼农业灌
溉机电井实现“以电折水”计量。

供水有方，用水有度。2016年内蒙古开始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至今，全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阶段性
成效，已完成改革面积4665.7万亩。

机制之变——严控总量 定额管理

时值秋浇时期，巴彦淖尔地区的农民都在忙着节水
保墒。

“过去是大水漫灌，速度慢不说，水啥时候到谁家田
里也不知道，只能干等着。”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渡口镇东
地村村民说，“现在有了东新水务灌溉合作社统一管理，
方便多了。”

“以前，一亩地用多少水农民不知道，现在成立了
水务灌溉合作社，确定水权水价后，农民用水台账明
晰，实现了明明白白交钱、安安心心用水。”渡口镇镇长
陈红说。

东新水务灌溉合作社是2023年 4月由渡口镇东地
村与相邻的新地村联合成立的，是磴口县首家乡镇级灌
溉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行业部门监督指导，苏
木镇、农场公司属地主管，合作社独立经营的监管机制，
对苏木镇、农场公司辖区涉水事务统一进行“物业化”管
理，服务56个村民小组的农户和1.902万亩耕地。

2023年，巴彦淖尔市整合资源，先后成立358个水
务合作社，增加了用水收费的透明度，使农民成为用水的
管理者和节水的受益者，也解决了过去管理制度不健全
不规范、水费计收混乱、管理低效无序等问题。这是巴彦
淖尔市创新机制，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生动实践。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综合手段减少农业用水总量
和强度，优化水资源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内蒙古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各地牢牢
把握定额管理和总量控制这个准则，将农业灌溉用水总
量指标分解到农村集体组织等基层管理单元，明晰了农
业初始水权。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将农业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全
部分解到嘎查村等用水主体，进一步规范农业取用水，
严格控制超分水指标取水和无序扩充灌溉面积。

由于农业灌溉用水受地域影响较大，内蒙古将农业
区划分为温凉半湿润半干旱农业区、温暖半干旱农业
区、温暖干旱农业区、温热半干旱农业区等4类，并针对
水稻、小麦、玉米等 41种主要种植作物，制定了 751个
用水定额值。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于2017年被列为内蒙古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试点县。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商都县制定
符合实际的农业用水改革模式，将农业灌溉用水控制指
标分解到用水主体，规定用水定额每亩地用水不超过58
立方米，用水限额每亩地不超过88立方米。

包头市九原区制定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限额
管理制度，黄灌区将水量分解到村，井灌区分解到井，都

以村为单位发放取用水权证。
呼伦贝尔市安装水量计量设施，结合灌溉用水定

额、灌溉面积、种植结构等，控制农业用水总量。
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内蒙古已基

本建立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农业用水管理制度。

用水之变——精准计量 按方收费

初秋时节，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
田间地头，一套套机电井智能化取水计量设施很是显
眼。

“今年我们在超采区原有机井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
造，安装了‘井电双控’计量设施，这种设施能够对地下
水起到精准计量、远程传输、在线监测等作用，实现了对
水资源的精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高效管理，有效避免
了水资源的浪费，对推进赛乌素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起
到了重要作用。”鄂托克旗赛乌素地下水超采区“井电双
控”项目工程技术人员周建栋说。

阿尔巴斯苏木常年干旱缺水，农业用水长期存在短
板，难以对地下水进行精准计量和管控，无法满足农业
发展现状。由于未成立用水组织对灌水进行管理，一直
以来当地农户都是自行管理用水，节水意识淡薄，水资
源的浪费时有发生。

2024年，鄂托克旗投资 610万元建设了地下水超
采区“井电双控”项目，安装了621套机电井智能化取水
计量设施。

使用时，工作人员用一张薄薄的蓝色智能 IC卡在
机电井计量测控终端上刷一下，机电井就会自动开启，
水表同时开始计费，浇一次地的用水量直接、准确地显
示在屏幕上。

“机电井管理设备由水表和控制设备两部分组成，
推广使用后，农户可根据自己的用水需求进行相应的水
费充值，充值后直接刷卡取水。同时，农户用了多少立
方水也会显示在屏幕上，如果用水超量，系统会发出预
警，警报将同步发送到智慧水利平台和农户手机 APP
上。”周建栋说。

农业用水计量体系建设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基
础。内蒙古在地下水井灌区创造性地推行“以电折水”
模式，利用农业灌溉用电数据折算农业用水量，方便、有
效地解决了农业用水精准计量问题。目前，内蒙古涉及
改革的 73个大中型灌区已全部实现取水口在线计量，
65万眼农业灌溉机电井完成“以电折水”计量。

水价形成机制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
内蒙古采取政府定价或协商定价的方式对农业用水进
行定价，并实行按量收费。

“以前浇地用水都是‘按亩定价’‘以时折水’，既费
水又费钱。现在‘以电折水’，不仅省了水，还能增收。”
通辽市科左中旗敖包苏木五家子嘎查村民李显光说。

科左中旗通过“以电折水”形式折算水价，对超过灌
溉定额的，施行累进加价制度。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后，科左中旗年节水约 2亿立方米、亩均增产约 100公
斤、增收约 200元，亩均减少化肥用量 25%、农药用量
40%，大大降低了农民种植成本。

价格杠杆激励，用水户的节水行为和经济利益紧
密相连，增强了农户节约用水意识。截至目前，全区涉
及改革的大中型灌区已完成新一轮成本监审，一些灌
区完成了定调价工作。

精准计量、按方收费，让内蒙古农业节水有了质的
变化。

效益之变——节水奖补 农民受益

迎着秋日的阳光，走在赤峰市松山区哈拉道口镇横
牌子村，一片片玉米地已经进入灌浆期，正是需要“补
水”的时候。

横牌子村村民麻宏勋告诉记者，2015年以前，浇地
是按时收费。2015年至 2017年，使用膜下滴灌后开始
按方收费，水价 1.3元每立方米。但是 2017年以前，无
论浇的什么地都是统一的水价。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以后，自流灌区水价为0.49元每立方米，加压灌区0.8
元每立方米。每亩地每年节水200立方米，节水补贴大
约 20块钱。“有了节水奖补，农民的节水意识和积极性
都提高了。”麻宏勋说。

谁节水，谁受益。自治区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来，
农民节水意识明显增强，同时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用水
效率，保障了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为了调动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我们出台了《农业
综合水价改革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办法》，明确了精准
补贴及节水奖励标准。在不超灌溉定额情况下，水田每
立方米补贴 0.0246元，旱田每立方米补贴 0.29元。定
额内用水量每减少10%，每亩奖励2元。2023年，累计
发放精准补贴、节水奖补100多万元。”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

阿荣旗从2017年成为内蒙古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
点旗县以来，在水价形成、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及节水奖
励、工程管养护等4方面开展探索与实践。通过新水价、
精准补贴与节水奖励共同实行，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

2019年，自治区水利厅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内
蒙古自治区农业灌溉用水精准补贴与节水奖励办法》，
积极引导各地加快建立农业灌溉用水精准补贴与节水
奖励办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节水积极性，保障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有序推进。

2021年以来，内蒙古共安排 2.45亿元用于农业节
水奖补。目前，内蒙古涉及改革的 82个旗县全部制定
出台了相应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实施细则。

同时，内蒙古针对河套灌区专门制定了农业节水奖
励方案，对河套灌区节水进行累进奖励。2023年，巴彦
淖尔市拿出1亿元资金用于奖补，计划到2025年，新增
节水能力5亿立方米以上，河套灌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将提高到0.506。

近年来，内蒙古平均农业用水总量稳定在122亿立
方米左右，占总用水量的 63.8%，与全国农业用水平均
占比几乎持平。内蒙古农业节水潜力巨大，解决“大水
漫灌”问题，还要不断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涓涓清水润田畴。当用水大户成为节水大户，北疆
“粮仓”的根基将会更加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