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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袁惠渠灌区现代化改造的思考

柳彩峰

（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江西 新余，338025）

摘 要：袁惠渠灌区兴建于 1957年，设计灌溉面积 2.47万 hm2，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89万 hm2，是江西省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之一，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袁惠渠灌区工程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灌溉用水效率及效益不高、信息化自动化建

设管理落后等问题与节水型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不相适应. 本文以正在开展的袁惠渠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规
划编制工作为契机，介绍了袁惠渠灌区水利工程的发展及重要作用、灌区存在的短板及原因分析、现代化改造目标和任务，

提出了对灌区现代化改造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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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加大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力度，

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措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基础保障[1]。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也是近年来中央 1号文件明确的一项重要任务[2]。当
前正是谋划“十四五”及今后一段时间大中型灌区水利

发展的关键期，对大型灌区而言，既要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需求加快推进灌区现代化

建设，又要结合灌区实际，科学合理做好顶层设计，确

定灌区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和任务。

1 袁惠渠灌区水利工程的发展及重要作

用

新中国成立后，数万民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劈山凿岑，战天斗地，辛勤劳动，于 1957年兴建了
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排涝的袁惠渠水利工程，从根

本上解决了袁河中下游两岸涵盖新余、樟树、新干的

30余万亩（1亩=1/15hm2，下同）农田灌溉问题，为区
域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目前，灌区内年粮食总产

量约 22.75 万 t，成为稳产高产区，被灌区群众誉为
“幸福渠、丰收渠”[3]。

袁惠渠水利工程现有干渠 3条，长 137km；支渠 6
条，骨干渠道主要渠系建筑物 69座，干、支、斗、农、毛
五级渠道配套成龙，整个工程全长 521.2km，渠系纵横
交错，密如蛛网。

袁惠渠水利工程的发展得益于水利部同意把袁惠

渠灌区纳入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范围。

1999年，袁惠渠灌区启动实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尤其是 2014年灌区管理局上划江西省水利
厅主管后，“十三五”期间加大了地方配套投入力

度，到 2020 年年底基本完成了规划内改造任务。经
过 20余年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的实施，灌区险
工险段、“卡脖子”及骨干渠段严重渗漏等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灌区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提升，有效遏

制了灌溉面积逐年衰减局面，灌区工程状况明显改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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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灌区存在的短板及原因分析

虽然袁惠渠灌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灌

排设施状况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明显短板。灌区存在的主

要短板及原因分析如下：

（1）灌排基础设施依然薄弱、防洪减灾能力仍然不
足。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一是 2000年编制完成的
《江西省袁惠渠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报告》受

当时的条件和认识所限，建设标准较低，未全部列入改

造。二是因建设周期长，加上地方配套资金未能足额按

时到位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规划内骨干渠道建

设任务无法全部完成，如规划改造骨干渠道护坡

135.92km，实际完成 92.64km，仅占规划改造内容的
68%；三是灌区约 26km骨干渠堤兼袁河防洪堤，防洪
标准低，堤身单薄，渠堤安全隐患问题突出。另有

107km 骨干排洪沟渠承担 600km2区间来水和客水汇
入的排洪任务。据统计，目前仅 21.4km排洪沟渠完好，
完好率 20%，大部分排洪沟渠尤其是省袁惠渠工程管
理局负责运行及维护管理的约 30 km骨干排洪沟渠年
久失修、坍塌坏损、杂草丛生、淤塞行洪不畅，排洪涝能

力严重不足，常发生缺口损毁农田，历来是灌区的防洪

重点，防洪任务十分繁重。

（2）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产生问题的主要原
因为：袁惠渠灌区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专业管理

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灌区最高专管机构为

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具体负责 137km干渠以上
渠道和附属的取、泄水建筑物的运行管理、维修养护；

支渠及末级渠系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乡（镇）

领导村级管水组织落实。但地方政府在人员配备、资金

投入等方面重视不够，导致灌区末级渠系得不到有效

的运行维护，无法长期良性运行。

（3）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不健全。产生问题的主要原
因：关于袁惠渠灌区农业供水水价，新余市人民政府在

1996年以《关于适当提高袁惠渠农业水费征收标准意
见的通知》（余府发〔1996〕23号）明确袁惠渠灌区水费
征收标准为：流灌粮食 195kg/hm2，提灌粮食 97.5kg/
hm2，粮价每 50kg按 70元计收标准。2002年，江西省发
展计划委员会在成本测算的基础上，以《关于核定袁惠

渠工程供水价格的批复》（赣计收费字〔2002〕609号）批

复袁惠渠灌区水费征收标准为：流灌 273元/hm2、提灌
136.5元/hm2，综合水价为 204.75元/hm2，农业水费改为
货币计征，水价仍维持 1996年批复标准，未作调整，并
一直执行至今。

（4）农业灌溉用水效益和效率较低。产生问题的主
要原因：灌区用水计量、监测等设施缺乏，运行管理和

监管手段落后，农业水权不明晰，灌溉供水缺乏科学调

度，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落实不到位；农业水价按亩收

费且长期处于低水平，农民节水意识淡薄，缺乏节约用

水奖惩机制；田间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不够，基

本没有高效节水措施，传统的灌溉模式导致田间用水

量较大，用水管理粗放，2020年灌区渠系水利用系数为
0.49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5）信息化建设与管理落后。产生问题的主要原

因：灌区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程度较低，软件和

硬件建设都相对滞后。灌区管理局信息化建设起步于

2004年，分别在 2004、2005、2015年度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项目中列入了信息化建设内容，完成总投资 339.2
万元。目前，建立了灌区基础数据库系统、灌区工情

GIS 管理系统、水情实时监控系统，但灌区各类信息系
统集成度不高、信息化建设体系不完善；早期建设的信

息化设备因得不到有效维护，部分设备已失去功能。信

息化建设与管理落后难以对工程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

控，对供水调度决策不能及时提供数据支撑。

（6）水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一是灌区衬砌型式
大部分采用传统“三面光”，土壤与水体间的天然联系

受到阻碍，渠道自净能力降低。二是农业面源污染和岸

线畜牧养殖废水排放对灌区水质产生了一定影响。三

是随着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渠道管理范围违章建筑、

违规种植等现象依然存在，入渠排污口整治和监管缺

乏力度。

3 灌区现代化改造目标和重点建设任务

3.1 改造目标

按照“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工作总

基调和生态鄱阳湖流域建设行动计划要求，通过开展

灌排工程设施改造提升、智慧水管理体系建设、水生态

保护与水文化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建设，使工程

设施达到三级标准，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原设计灌

溉面积，灌区信息化应用普及，建立良性运行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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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建设和谐优美的水环境，提升灌区水文化实力，

全面建成“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好”

的现代化灌区[4，5]。
3.2 重点建设任务

“十四五”期间，袁惠渠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重点任务是开展骨干工程提升改造、提升灌区供水

保障和防洪排洪能力、健全完善量测水设施，推进灌区

信息化建设，生态保护、安全防护和水安全治理，水文

化建设，创新灌区管理体制机制，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

水平。

（1）开展骨干工程提升改造，提升灌区供水保障
和防洪排洪能力。对老化严重存在安全隐患的水闸、

渡槽、倒虹吸管、涵洞、提水泵站等渠系建筑物进行

改造或拆除重建，对防洪压力较大的渠段增设泄洪

闸，对渠坡不稳定段进行护坡稳定处理，对渗漏严重

的渠段进行防渗处理，将与天然河道平交的渠段改为

立交，对干渠末端用水困难的渠段因地制宜构建水系

连通网，实现骨干工程达到“输水通畅、生态美观、

水质达标”的要求[6]。
（2）推进灌区信息化建设。根据灌区供水调度和运

行管理的实际需求，完善计量监测设施。在渠首和干支

渠口门实现计量，重要节点水位、流量、水质、土壤墒情

监测设施建设，本着稳定、可靠、高效、实用的原则，建

设信息采集及时可靠的智慧化灌区，提升灌区水资源

管理能力[7]。
（3）安全防护、生态保护和水安全治理。灌区渠顶

道路大多兼作沿渠群众村级出行道路；改善灌区渠堤

道路交通条件，不仅可以提高灌区工程管理水平，也可

方便沿渠群众生产出行和生活。渠道穿村越镇渠段较

多，安全防护措施缺乏，需增设安全防护措施，保证行

人和交通安全，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堤岸是水陆生

态系统物质交换的廊道，个别已建渠段存在耕作种植、

水土流失入渠、淤积渠道的现象，应采取生态措施进行

治理；未建工程灌溉供水水位以上内坡宜采用植物或

植物与土工材料相结合的生态护坡措施，渠道底板一

般不衬砌，实现渠道内多种生物共存和提高自我净化

功能。加强灌区排污口整治，开展灌区水安全治理，保

护水资源。

（4）水文化建设。要注重灌区水文化挖掘和保护，
灌区在防洪、灌溉、日常管理养护等过程中形成了一系

列工程性、景观性、地域性的水文化。有以自然与人文

景观资源为代表的景观性水文化，有以农垦文化、赣派

文化、民俗文化等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水上节事，要广泛

开展灌区水文化宣传，动员灌区群众积极参与、传承和

发展，加强灌区水景观文化廊道建设，开展灌区文化馆

建设，展示灌区改革发展历程和灌区人的奋斗精神，丰

富灌区文化，激励一代代灌区人[8]。
（5）创新灌区管理体制机制。袁惠渠水利工程是跨

区域供水，随着用水需求量的增长，各市县区水资源供

需矛盾日渐突出，但灌区管理局仅负责 137km的骨干
工程的供水管理，各支斗渠分水用水由各受益乡镇负

责，缺乏对灌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权限。在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要推进袁惠渠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管理

体制机制、水价形成机制、管养分离机制等方面建设符

合现代化灌区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使灌区走上可持

续发展道路和良性运行轨道。

（6）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强落实“两费”财
政补助，推进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让第三方服务公

司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参与灌区工程维修养护工作，

完善生态补偿和节水补偿机制，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

机制，积极引导群管组织、用水合作组织、社会各方参

与灌区现代化改造中来，提升灌区管理和服务水平。

4 灌区现代化改造的几点建议

（1）因地制宜科学制定不同类型灌区的现代化改
造标准。灌区现代化改造规划应以“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为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因

地制宜确定灌区现代化改造的目标和任务，科学确定

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灌区现代化改造的标准，避免仅做

传统的灌排工程现代化规划，而是要把“山、水、林、田、

湖、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总体规划，全面提升灌区服

务“三农”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9，10]。
（2）要建立资金统筹协调机制。要统一协调灌区建

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平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高

效节水灌溉等建设项目实施，依托灌区“十四五”现代

化改造综合规划，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灌区工程整

体效益发挥。要创新灌区发展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

本，激发社会投入活力，有效促进灌区可持续发展，服

务乡村振兴。

（3）要全面推进灌区“四化”管理。全面推进灌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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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Yuanhuiqu irrigation area

LIU Caifeng
（Yuanhuiqu Engineering Adiministration Bureau of Jiangxi Province，Xinyu 338025，China）

Abstract：Yuanhuiqu irrigation area was built in 1957 with a designed irrigation area of 24 700 hm2 and an effective
irrigation area of 18 900 hm2.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modity grain bases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ood security，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and constantly meeting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low efficiency and benefit of irrigation water，the backward of information
autom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Yuanhuiqu irrigation area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water-
saving socie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planning of renewal supporting and
modernization in Yuanhuiqu irrigation area， this paper has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ortant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ir shortcomings and reasons， the goals and tasks of modernization of Yuanhuiqu irrigation
area. In addition，some suggestions have also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援
Key words：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Yuanhuiqu irrigation area；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Planning

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制度化管理，深化灌区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健全灌区良性运行机

制，提升灌区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4）在注重硬件改造的同时更应加强软件建设。
灌区普遍存在职工老龄化、学历和待遇低、专业技术力

量薄弱、管理手段有限、运行维护困难等问题，加快补

齐硬件短板相对较容易，但更应注重软件上的提档升

级，否则工程改造的成果就难以巩固，更谈不上灌区

的现代化[11]。

5 结 语

“十四五”期间，是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国务院将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纳入了近期推进的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灌
区在编制“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规划时，结

合灌区实际，立足于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必定

能将袁惠渠灌区建设成“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

学、生态良好”的幸福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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