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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节水农业的多重效益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刘永刚

2011 年，坝上高效节水现代管理综合
示范区项目、规模化节水灌溉增效综合示范
项目全面拉开帷幕，在坝上地区全面建立了
工程网、信息网、服务网、监测网及用水指标
分配到户的“四网一分配”高效节水体系。

为了准确掌握坝上地区地下水可利用
量，坝上地区共建设地下水位监测井 142
眼，全部覆盖坝上 1.38 万平方公里，实时对
坝上地区地下水资源进行动态监测。根据
监测情况，对农业用水采取最严格的总量控
制。以水位为刚性指标、以抽采水量为柔性
指标，实行水量、水位“双控制”。凡是地下
水位出现持续下降的，不管取水量是否超过
定额，都要强行限采。

建设工程网促进高效利用。2011 年

底，坝上仅有高效节水灌溉达标面积 23.9 万
亩，而 2012 年则发展了 18 万亩。今年又发
展了 18.7 万亩,达到 60 多万亩,共建成张北
馒头营乡和张北镇等 8 个 5000 亩以上集中
连片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园区。

建设信息网实现智能化管理。坝上地
区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农田灌溉信息管理系
统，在项目区内安装机井监控设备 2206 套，
配置了远程用水监控设施和灌溉用水计量
设施，建成县级水资源信息化管理平台 6
个、乡级信息化平台 24 个，通过网络互联实
现数据共享和远程管理，适时监测项目区内
地下水位变化、土壤温度、土壤湿度以及每
眼机井的用水量、用电量、动水位和农户信
息，基本实现了适时适量、科学高效用水。

建设服务网提供有力保障。坝上地区
普遍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水利管理服

务体系，县级依托水利抗旱服务站建立了水
利技术服务中心；乡级建立了水利技术服务
站，每个服务站安排2—3个专业技术人员，负
责灌溉管理、工程维护、水费征收、基金管理等
水利技术服务等工作；重点村成立了用水者协
会，自然村设立用水小组。目前，已经建立水
利服务中心站20个，村用水协会102个。

“四网覆盖”的高效节水灌溉体系，为坝
上地区实现水资源高效有序利用找到了科
学路径。去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坝上
地区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带来了历史性
机遇。坝上地区的张北、康保、尚义三县于
2011 年被列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沽源
县、塞北和察北两个管理区被纳入坝上高效
节水现代管理综合示范区。目前，坝上地区
建成了全国技术领先的水资源现代化综合
管理利用示范区。

“一户一卡，每张卡里的水量都是按定
额分配的。”在张北县馒头营乡水利技术服
务站，工作人员袁学锋正在为白沙淖村一个
用水小组的 40户村民办理水卡。

袁学锋告诉记者，这个村里的节水灌溉
系统，统一由专人管理，村民仅需要拿卡到
泵井读卡器一刷，所有记录都可以通过网络
系统传输到服务站及水务局数据中心，根据
用水量缴纳水费。

这种管理体制就是坝上地区配合水资
源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立，逐步推行的定额
管理、综合收费、阶梯计价、节奖超罚、协会
管理等一系列节水新机制，这一机制主要包
括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是总量控制,定额分配。在张家口
市水务局醒目的挂图上，记者看到一张用水
量分配表。张北 6242 万立方米、尚义 3493

万立方米⋯⋯清晰地显示着该市下达给各
县区的用水控制总量数据。

总量控制，就是严格按地下水可利用量
确定每个县每年的开采总量，开采总量只能
等于或小于可利用量。用水定额综合种植
品种、灌溉方式、水资源分布等各种因素确
定。一方面是根据灌溉方式定额，膜下滴灌
亩均年用水定额为 120 吨，其他灌溉方式亩
均用水定额为 180 吨，并逐年递减至亩均
120 吨为止；另一方面是根据作物品种定
额，例如芹菜和大白菜每亩定额为 160 立方
米。按确定的用水定额，县乡村人逐级分配
水权，落实到户、确定到井，总量和定额控制
通过信息系统自动完成。

记者在张北县馒头营乡水利技术服务
站看到，这个乡已经建立起覆盖全乡的水资
源信息管理网络，村里分配用水量、实际用
水量、超采了多少，农户定额水量是多少、种
了多少亩、属于哪个灌溉井等都一览无余。

第二是阶梯计价，节奖超罚。在张北县

馒头营乡王簸箕村,灌水员告诉记者,阶梯
水价就是农民用水在定额用水范围内，不收
水费，只收取用水综合费 0.78 元，包括基本
电费、工程管护费、水利设施维修费。对超
出定额用水的加收阶梯水费，超过定额 40%
以上的，超出部分每吨加收 0.24元。对节约
的用水指标给予奖励；对农民手中未使用或
未 用 完 的 用 水 指 标 ，农 民 之 间 可 以 自 由
流转。

第三是设立基金，协会管理。在张家口
市水务局，副调研员安磊说,为促进节水设
施的有效管理,我们建立农业节水基金，主
要用于农田节水灌溉基础工程设施建设、节
水灌溉技术的示范推广、农田大型水利设施
的维修改造、农户投资节水工程流转土地的
奖补。农业节水基金，具体由农民用水者协
会负责节水资金的管理使用、水费收取和水
利设施管护，由乡水利服务对水利补偿基金
进行监管，真正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惠及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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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障食品安全，必须从源头抓起，加快
向生态农业转型。近日在同济大学举办的

“2013 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上，
与会专家对如何发展生态农业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

虽然我国用占世界 7%的土地解决了世
界 22%人口的吃饭问题，但付出了沉重的环
境代价。目前，农业源污染已经超过工业污
染，成为我国主要水污染物的最大来源。

“农业面源污染带来的是农作物减产、作
物质量下降、威胁食品安全等很多问题。”同
济大学专门从事生态农业研究的陈杰告诉记
者，我国农业污染种类繁多，分散的农业生产
者决定了污染遍布全国，这给监管造成了很
大的难度。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只能
依靠量的增加来获取回报。农产品量的提升
除了靠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增加化肥
和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投入。

据了解，目前我国年使用化肥量 400 多
万吨，平均施用量每公顷 400公斤以上，远远
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 225 公斤的安全上限。
农药的大量使用，在造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
同时，污染物也通过自然循环进入食物，让食
品更不安全。因此，与会专家建议，加快向生
态农业转型，既能够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安全，
也有益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同济大学石惠娴副教授以北京留民营为
例，对生态农业作了阐释。她说，留民营生态
农业以沼气池为核心，围绕着沼气池建立了养
鸡场、绿色蔬菜生产基地等，主要生产链形成
了一个循环的农业圈。石惠娴说：“这种模式
既能保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又能保障资
源充分利用，改善农村环境和农业生态平衡，
最重要的是生产出放心的食品。”

陈杰建议，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少使用化
学物质，合理利用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制衡。比
如防治害虫，如果单纯追求用药物消灭害虫而
不是从生物和环境的整体平衡出发，就不能很
好地解决问题。利用或者改变某些因素，使其
不利于害虫的孳生，达到控制数量的办法，效果
可能更好。他还以平衡施肥法为例，说明施肥
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依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
肥特性与肥料效应的合理配比，满足农作物的
正常需求即可，既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生产的
食品也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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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实施，使项目区寻
找到了一条突破水资源短缺与可持续发展
矛盾的科学路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初见
成效。

改善了生态环境。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前，坝上普通管灌每亩蔬菜平均用水为
220 立方米，今年工程区实际每亩灌溉用水
量仅为 90 立方米，初步估算目前 60 万亩高
效节水灌溉区可减少地下水开采近 5000 万
立方米。王晓东书记欣喜地向我们展示了
坝上地下水监测数据：截至今年 6 月底,整
个坝上地区 142 眼监测井的观测数据显示,
整个区域水位上升达到 37 厘米以上,除了
自然气候等原因外，工程节水坝对水位回升
的贡献率达到 53%。

增加了农民收入。驱车坝上，田间地
头，不时可以看到忙着铺设膜下滴灌管线的
农民，高效节水灌溉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实
实在在的效益。

在沽源县闪电河乡闪电河村,党支部书
记赵金生给记者算起了节约账,平均每亩地
大约节约用水 200 立方米,节约用电 40 千
瓦时,节约用工 5个，节约化肥 10公斤，同
时还能增加农产品品种，每亩地仅从这四
节一增就能增加综合效益 980 元，相当于
两亩多土地的承包价。他家今年栽种了 40
亩错季蔬菜，每亩纯收入在 3000 元以上，
全年下来，收益可达十三四万元。

促进了结构调整。今年，坝上地区每个
县区都结合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实施，积极
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压缩白菜、大萝卜
等高耗水、低效益大路菜，增加五彩椒、菜花
等低耗水、高效益的精细菜，掀起了新一轮
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的热潮。张北县政府县
长孙晓函说，今年该县新建部级设施蔬菜标
准园 9个，新增冬暖式大棚 763座、春秋大棚
5548 个、食用菌大棚 265 个，全县设施大棚
面积达到近 2 万亩，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
民总受益达到了 1.5亿元。

推行高效节水灌溉，不仅走出了过去

“发展蔬菜就无限制地开采地下水，井越打
越深、水越来越少、生态环境越来越差”的怪
圈，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节水模式由低效落后
向高效先进转变、种植结构由高耗水作物向
低耗高产高效作物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由传
统种植分散经营向设施化种植规模化生产
转变，拉长了由水生态环境构架起来的经济
链条，为坝上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打下
了重要基础。

去年，由国家和河北省有关部门组成的
调研组，对坝上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后作出了
这样的评价，“张家口市坝上高效节水灌溉
工作理念新、路径新、模式新、技术新、管理
新，探索出了现代农业水利在贫困地区迅速
发展的经验，具有综合示范性”。农业部近
日也将向全国推广张家口科学节水的经验。

“3年内，坝上地区高效节水灌溉将实现
水浇地的全面覆盖，最终把坝上地区建成中
国面向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示范区。”谈到坝
上高效节水灌溉的未来发展，市委书记王晓
东充满信心。

近几年，张家口坝上地区生态警钟频频敲
响，首先是过去美丽如镜的高原湖泊安固里淖
出现全面干涸，紧接着是长年流水不断的滦河
源头出现季节性断流，接下来是土地沙化，树木
枯萎。

曾在水利部农田水利司任职的张家口市委
书记王晓东亲自带队深入坝上进行多次深度调
研，终于搞清了原因。

张家口市坝上地区本就水资源严重匮乏，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虽然实现了大规模退耕还
林还草，但为了农民增收，大面积推广了无污
染、无公害、可错季的绿色蔬菜种植，而蔬菜是
高耗水产品，在传统模式种植下的蔬菜更是高
出其他品种好几倍，坝上蔬菜用水占到了农业
用水的 90%以上。

随着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水浇地面积的
不断扩大，坝上地区地下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年地下水开采总量达到了 2.2 亿立方米，
超采 5000 万立方米左右。地下水的不断超
采，引发了地下水位下降、湖泊干枯、河道断流、
土地沙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张北县水务局局
长乔河说：“根据近 5 年的监测，地下水位平均
每年下降 30 厘米，中东部蔬菜种植区水位下降
幅度 1.5米。”

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坝上地区 110 多万
农牧民将失去基本生存条件，也会直接影响到
北京的生态安全。用王晓东书记的话说：“保
护好和科学利用好坝上水资源，在坝上地区全
面实施高效节水灌溉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意
义重大”。

鉴于这样的认识，张家口对坝上地区高效
节水灌溉确定了“稳、减、增”的三大目标，即：稳
定水浇地面积，灌溉面积一亩不扩大，新打机井
一律不批准；减少地下水开采，减少灌溉用水，
超采的地下水全部返回去；增加农民收入，让坝
上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超过全市农民人均水平。

围绕这一目标，依据地下水承载能力，张家
口市规划到 2015年，坝上地区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达到 88 万亩，实现坝上地区高效节水灌溉全
覆盖，形成 13 个万亩规模化示范片和 114 个千
亩精品化示范片，使坝上地区地下水的取水总
量由 2.2 亿立方米减少到 1.7 亿立方米以内，实
现区域地下水资源采补平衡，为坝上地区可持
续发展提供水利支撑，并率先打造成国内管理
最严格、技术最先进的农业高效节水灌溉示范
区和水资源现代化管理综合示范区。

生态好了，农民富了推行高效节水灌溉，不仅

使得地下水水位回升，也实现

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大暑时节,全国气温持续走高。然

而，河北张家口的坝上地区则仿佛正处

于浓浓的春日中，在沽源县闪电河乡一

望无际的蔬菜大田中，众多乡亲们正在

抢收西兰花。

从河南安阳到此种菜的青年肖培

申，从菜地中伸起腰来对记者说：“我承

包了100亩种菜，用了政府免费推广的

膜下滴灌技术，今年的菜价不错，估计纯

挣50万元没问题。”

肖培申通过节水农业增收的故事，

仅仅是张家口坝上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

一个缩影。

目前，该区域已经实施高效节水技

术的总面积已经达到60多万亩，不仅地

下水年采取量减少近5000万立方米，当

地生态环境实现了良性循环，还给农民

带来了5.6亿元的增收效益。

本报讯 一种可吸附PM2.5并能同时去
除甲醛的新材料日前在湖南投产。这一新材
料有望能够从源头解决室内、车内污染问题。

湖南文象集团首席科学家徐海说，装修残
留的甲醛、苯等有害气体，会吸附在PM2.5颗
粒上，通过肺部毛细血管进入人体，比单纯的
PM2.5 或单纯甲醛带来的危害要严重得多。
该集团研发的新材料维舍卡颂石一方面通过
碳硅复合技术可强力吸附甲醛等，并分解成无
害的水和二氧化碳；另一方面，通过阴离子聚
合技术将空气中的PM2.5牢牢吸附。该材料
的两项核心技术于2010年获得美国专利商标
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沈 苔）

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第三届环境
司法论坛日前在贵阳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华
环保联合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共同主办，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的司法保障”这一主题进行研讨。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
提出，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要从发展方针、环
保工作方针、环保法治、环保体制、政府职能、
企业转型、公众参与等七个方面通过 10 年以
上的奋斗才能有效解决。环境司法要起到保
障和保驾护航作用，环境司法要严格执法，要
发挥司法能动作用，要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建
议设立国家环境法院，对国家层面的重大环
境污染及违法犯罪，实行司法监督和查处。

水资源告急

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水浇地

面积的不断扩大，使得地下水资源

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可吸附 PM2.5 新材料投产

第三届环境司法论坛在召开

通过大田膜下滴灌栽种大田蔬菜通过大田膜下滴灌栽种大田蔬菜，，每亩用水仅每亩用水仅 120120立方米立方米，，能节约用水能节约用水 400400立方米立方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雷汉发雷汉发摄摄

夏季到祁连山去看雪景，成为许多内地

游客西北之行的“必修课”。在青海省祁连县

境内，漫山野花映衬下的雪山格外迷人。

新华社记者 王 颂摄

在张家口蔬菜博展会上，人们在观看品尝

通过现代农业灌溉技术生产的有机蔬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雷汉发雷汉发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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