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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洲 农 业 如 何 高 效 节 水
——新疆发展新时代坎儿井输水模式调查

本报记者 马呈忠

从空中俯瞰吐哈盆地，只见天山山脉和库木

塔格沙漠间的戈壁上，一串串凹形土堆延伸向远

方，地下是一条条由雪山融水汇聚成的暗河，流

向绿洲农田。这就是地下引水工程——坎儿井，

千百年来滋养着绿洲，造福一方百姓。

新疆是典型的绿洲农业，坎儿井基本不受季

节、风沙影响，蒸发量小，可自流灌溉，成为新疆

推进农业高效节水、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有力措

施。2022 年以来，新疆发展新时代坎儿井输水模

式，即加大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力度，推动用水方

式由粗放低效向集约节约转变，从而切实解决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用水效率低等问题。

随着新疆水利设施和现代农业发展基础日

渐完善，高山峡谷间，河道渠系不断织密；广袤沃

野上，高效节水增产技术和农业机械大显身手。

打好新时代坎儿井，对新疆推动高效节水农业发

展，提高粮食产能，从农业大区发展为农业强区

意义重大。

统筹管水

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织密输水渠道，科学调

度水资源，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产能的先

决条件。

位于和田县境内的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

是和田地区喀拉喀什河中游控制性骨干水利工

程。喀喇昆仑山的雪山融水汇聚成汩汩清泉，润

泽下游 200 多万亩良田。

“水库建成前，当地缺少山区控制性大型水库，

春旱夏泛秋枯冬缺，灌溉用水矛盾突出，枯水季河

水几乎断流，下游用水得不到保障。”乌鲁瓦提水利

枢纽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阿曼·夏热提说。

乌 鲁 瓦 提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从 1998 年 开 始 蓄

水，20 多年来有效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如今

正朝着更加高效化、智慧化方向发展，更好保障

灌区用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水库信息化、智慧化建设明

显加快。以前测站水分析参数少，人工操作环节

多。随着信息化测站系统的普及应用，增加了对含

沙量、降雨量、气温、湿度等数据的收集，对水库来

水预测更加精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水利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罗兴通过电脑屏幕上的实时数据，

精准掌握水库运行参数，及时管控下游输水。

令罗兴开心的是，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成

为新疆数字孪生建设试点单位，“今后，乌鲁瓦提

水利枢纽工程的洪水预报、水库运行、安全检测

等工作，将以数字水库的状态清晰呈现出来，更

加精准高效地保障下游灌区用水”。

水资源管理重在顶层设计、科学统筹。为

此，新疆持续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设立自

治区党委水资源管理委员会，整合成立新疆水利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打破流域管理、区域

管理、分割管理，实行提级管理，逐步建立统一的

水资源管理体系。

“从新疆水资源的分布特点来看，目前新疆

存在骨干性水利工程建设不足、对河流上游径流

量控制不够的问题。在已有大型调蓄工程把水

蓄起来的基础上，还要建设新的水利工程，才

能更好满足农业灌溉需求。”新疆水利厅农

水处处长张昀说，以乌鲁瓦提水利枢纽

工程为代表，新疆正把蓄水工程作为水

资源调控基础，最大限度多调多蓄，加快

推进大石峡、玉龙喀什、库尔干等重大水

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度。

用好源头活水润泽良田，需加强下游

输水渠系建设和管理。近来，阿克苏地

区乌什县水利局水资源管理总站

站长勾正军在为当地 9 万多

亩 试 点 农 田 用 水 渠

道 安 装

精准测水仪器。“一些较远的农田引水支渠长达 30

多公里，近的也有 10 多公里，输水过程中存在渠

道渗水、蒸发的情况，加上缺少精准测量设备等因

素，导致农民农业用水水费测算不准确。”勾正军

说，安装精准测量设备仪器、做好渠道防渗水工

作，让农民种地用上“明白水”，还能提高节水意识

和田间管理水平。

“以前是大水漫灌，现在水价改革后，多

用水就得多付钱，倒逼种植户高效利用水资

源。”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阿依巴格镇幸

福村棉田里，陈明应用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

系统进行棉田管理，实时关注灌溉用水量。

2022 年，阿依巴格镇被列入该县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实施了组建农民用水

合作社、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以及颁发水

权证、安装人工水尺、自动化计量设施等一系

列举措，落实水价综合改革。

今年以来，阿克苏地区加强水利项目建设，

通过新修防渗渠、开展渠道清淤疏浚作业，让“渗

水沟”变成“防渗渠”，有效加快渠道水流速度，减

少水面蒸发、流水蒸腾量和渗透量，通过给渠系

加装精准测量仪器、农业用水价格改革等综合施

策，农业灌溉精准用水和节水意识不断提升。

目前，新疆有 420 处灌区，干、支、斗三级渠

道总长 12.5 万公里，防渗率达 59.51%。骨干工程

计量设施配套数 17618 个，配套率达 97%，田间计

量设施配套数 14653 个，配套率达 44%。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灌溉水利用系数由

0.506 提高到 2022 年底的 0.573。2022 年，新疆累

计 供 应 农 业 用 水 542.7 亿 立 方 米 ，较 上 年 增 加

49.54 亿立方米，农作物灌溉面积增加 300 多万

亩，粮食种植面积增加 93.3 万亩，粮食产量增加

77.7 万吨，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得到有力保障。

“新疆灌溉水利用率处于全国中等水平，要

进一步加大节水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力度，设计高

效用水管理体系，抓住水价改革‘牛鼻子’，在不

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通过水价调节维护好水

利设施，提高农民节水意识，深挖农业用水潜力，

确保用好每一滴水。”张昀说。

精准节水

新疆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农田节水增效是重

头戏，需下足“绣花”功夫。

新疆是我国主要的棉花产区，棉田节水是新

疆发展节水高效农业的缩影。最早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探索实施的膜下滴灌

技术，对新疆农业发展来说是一场重要变革。膜

下 滴 灌 种 植 棉 花 比 常 规 地 面 灌 溉 节 水 40% 至

50%，增产 50%至 100%。

“棉花要注意浇水次数和施肥量，还要做好

病虫害防治。”记者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

县二十里店镇东滩村，46 岁的何景泰和县农技推

广中心工作人员在查看千亩棉花的长势情况。

何景泰 21 岁开始种棉花，大水漫灌浇地、人

工除草、施肥等农活让他疲惫不已，“那时最怕浇

水，要一直待在地里打埂子引水，来水晚了，还要

住在田里”。从 2010 年开始，随着膜下滴灌种植

等技术的推广，何景泰感觉种地轻松了。“有了膜

下滴灌种地，开个阀门就能浇水。再加上犁地、

耙地、播种、施肥、采收等环节机械作业加速推

广，现在我自己种上千亩地都不成问题。”

滴灌技术的普及，让农民的用水方式实现了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也推动了农

田从“小块田”向“大条田”的转变。目前，呼图壁

县有耕地面积 164.9 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面积

达到 77.9 万亩。“在最严水资源使用标准下，现在

每亩地用水量为 320 立方米，通过改造提升主管

道、加装水井测量设备等硬件设施，确保每口井

精准取水，实现以水定地。”呼图壁县水利局灌溉

管 理 办 公

室 负 责 人 张

剑军说。

现在，新疆北疆区域除

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阿勒泰地区外，基本实现

了滴灌设施全覆盖。南疆地区是新疆发展滴灌

节水农业的重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农业农田建设管理处工作人员喜炜说：“建好

高标准农田是南疆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基础，需

要在解决林粮套种、碎片化田块整治归并的基础

上，提高农田高效节水设施水平。”

今年，阿瓦提县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2.9 万 亩 。 在 拜 什 艾 日 克 镇 喀 什 贝 希 村 建 成

6200 亩高标准农田，经过整合渠、路、林、埂边等，

相比过去新增土地 300 亩。

“建设高标准农田后，通过实施高效节水、修改

防渗渠道、推广节约用水滴灌技术等措施，每亩地

可节水 80立方米。”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项目办主

任王宏说，连片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便于开展大面

积机械化作业，实施精准滴水滴肥和防控病虫害

等，可以减少 300 多元农资费用，棉花亩均增产 40

公斤至60公斤，粮食亩均增产70公斤至100公斤。

“在高标准农田，一个滴灌系统大约可管理

1000 亩至 1200 亩耕地，为发展集约高效的现代

化农业提供了支撑。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促

进农田规模化经营可以更好发挥高效节水效应，

前提是要保障好农民利益。”喜炜说，南疆地区尤

其是和田地区人均耕地少，如果采用过去小块地

耕种模式，不利于发展集约高效农业。

今年，阿瓦提宏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每亩

750 元的价格流转了当地 1800 亩土地用来种植

玉米。“通过企业+合作社+种植户模式，与农户

形成联动机制，并以年年递增的流转费来保障农

民利益，提高农民积极性。”该企业技术员王新民

说，“滴灌技术在兵团团场连队应用成熟。在地

方应用中，还需要依据土壤性质加快探索出适应

的经验方法。”

此外，新疆农业农村部门还从北疆邀请种植

大户到南疆，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合作建立示范田

项目，通过示范带动效应，提升农民使用高标准

农田的技术水平。

自 2019 年以来，新疆累计下达 1973 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同步实施高效节水农田面积

787.5 万亩。通过采取农艺节水措施，大力发展

节水农业，推广普及“干播湿出”田间节水和水肥

一体化技术，有效缓解水资源短缺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新疆累计开展机械耕整地面积 5229.4 万

亩，深松 198.6 万亩，“干播湿出”技术推广应用面

积达 1873 万亩，亩均节水 150 立方米至 200 立方

米，已实现节水 28 亿立方米至 37 亿立方米。

智能用水

当前，数字农业、智慧农田等新技术正在赋

能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农民用一部手机就

能完成上千亩农田的灌溉、施肥、打药等工作。

新疆慧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昌吉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一家研发智慧水肥

一体化技术的创新企业。

“公司在滴灌节水基础上，根据植物需求，最

大限度提高水肥利用率，帮助农民节本增产。”慧

尔集团副总裁、慧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吉伟说，“水肥一体化攻关难点在于要依据新

疆农业发展现状，研发出适合新疆农业生产的智

能化水肥一体化产品设备。”

液体肥和智能施肥机的研发让马吉伟印象

深刻。2015 年，农业农村部出台文件提出要实现

中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在当时的

生产条件下，要实现化肥零增长，必须用更少的

化肥保证农田稳产增产，对于企业来说只有走提

高肥料利用率这条路。”马吉伟说。

当时，慧尔农业生产的粉剂和颗粒型水溶肥

销量排在全国前列，是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研

发新的液体肥产品相当于对企业进行革命，但是

国家指明了产业发展方向，就必须要在液体肥上

突破创新。”马吉伟说。

2016 年，慧尔农业通过持续攻关创新，自主

研发了国际领先的多肽酶聚谷氨酸悬浮型液体

肥，利用率达到 65%，远高于水溶肥 30%的利用

率。目前，液体肥已成为慧尔集团主打产品，年

产量达 120 万吨。

使用液体肥需要与之适配的施肥装备。“研

发自动化水肥一体机最大的难点是没有参照

物。”2017 年，马吉伟结合市场调研，突破研发出

水肥一体智能施肥机，填补了国内液体肥机械化

施肥装备的空白。

“现在用手机就能远程操控设备施肥，随时

精准掌控施肥状态，解决了传统施肥过程费时费

工、养分不可控、肥料整体利用率低等问题。还

能利用物联网设备收集农田作物数据，通过智慧

农业大数据平台分析，为农户高效管理农田提供

科学建议。”马吉伟说。

慧尔农业的监测数据显示，相比传统滴灌节

水模式种植棉花，利用智慧水肥一体化模式每亩

地可节肥 15.1 公斤至 19.4 公斤，节水 37 立方米至

43 立方米，降低化肥及包装物投入 177 元，增收

186元至 211元，每亩地可实现综合收益 418元。

当前，新疆更多涉农企业正紧跟高效节水农

业发展步伐。在新和县产业园 4000 亩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项目建设中，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

司针对当地沙土土质碱化严重等情况，运用了一

体化泵站、自动水肥一体化、暗管排盐、可降解膜

等技术，可有效节水节肥。另外，暗管排盐系统

可有效控制地下水位，从根本上控制盐碱地形成

过程，促进土地增产。

“新疆积极引进和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发展

高效灌溉技术，支持企业研发水肥一体机等技术

装备，优化不同作物种植模式，采用覆膜等农艺

技术，促进技术装备和园艺技能融合，节水高效

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新疆农业大学教授赵

经华说。

赵经华建议继续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展

培训，向农民传授高效节水农业技术和方法，建

立高效节水农业技术示范基地，进一步研发和推

广高效节水农业技术装备等，不断积聚发展高效

节水农业势能。

人才兴水

今年春播期间，托乎提·阿塔乌拉在阿瓦提

县塔木托格拉克镇驾驶精量铺膜播种机 3 天就

播种了 280 亩地，“土地流转后，我通过免费技能

培训学会了驾驶采棉机、收割机和播种机，年收

入增加不少”。

远在几十公里外的阿瓦提鑫汇诚农机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智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上，托

乎提·阿塔乌拉作业中的各项参数是否达标，都

能实时呈现出来。“农机驾驶轨迹、深松土壤情

况、播种收全程作业等参数在平台上都可以看

到，如果作业不达标，平台就会提示报警。”该合

作社主任张志勇说。

阿瓦提鑫汇诚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由 13

家合作社联合成立，整合各类农业机械设备 200余

台（辆），为农户提供播、种、收全程机械化服务。

2021 年以来签订完成农机全程机械化服务 70 万

亩，通过大面积作业，农户亩均节约成本130多元。

“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新技术、新装

备加速应用，需要专业人才队伍作支撑。”张志勇

说，合作社出资 50 万元免费开展农机专业人才

培训，现已培训 2500 多人，累计为 3000 多人提供

临时就业岗位。

随着新疆高标准农田不断扩容，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现代化进程加速，需要更多农业专业

化人才。尤其是南疆人均耕地少，土地流转后针

对富余劳动力开展培训显得尤为重要。新疆通

过举办系列培训班和示范活动，帮助农民掌握高

效节水农业的先进技术和方法，新疆农作物种植

面积和产量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树立科学用水观、推广先进农业生产形式，

是实现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长久之计和根本

保证。在高效节水农业发展过程中，新疆注重多

举措发挥农民、农民组织的作用。

赵经华说，通过规模化土地流转，农民组织

形式变革加速，通过“政府+企业+合作社+农

户+基地”“村集体+农户”“企业+农户”等形式，

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慧尔农业农化服务技术员杨福军有 20 多年

农技服务经验，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呼图壁县

大丰镇的棉田中忙碌。“依据棉花不同生育期特

点，利用自动化水肥一体化技术，能实现水肥与

作物的精准匹配。”杨福军说，现在水肥工厂依据

每块地的农作物长势量身配比液态肥，从工厂直

达施肥机，技术员用手机端管控智能化水肥设

备，让水肥直达上千亩棉花的根部，提高利用

率。目前，当地棉花从过去亩均产量 300 公斤提

高到 380 公斤以上。

为服务农民用好水肥一体化设备，慧尔农业

成立了 100 多人的技术服务团队，“现在农民更

加注重新设备技术的应用服务质量。”马吉伟说，

为提升农民在高效节水农业发展中的参与度，企

业以每年 5 万人次的规模加快新型农民培训，已

累计培训 21.5 万人次。

“要让更多农民成为现代高效节水农业发展

需要的‘新农人’。”赵经华建议，进一步加强培训

和教育力度，向农民传授更多先进农业技术和管

理经验，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参与农业技术等科研

创新。强化农民组织建设，推动农民合作社与农

业企业关联发展，为农民成长提供更多合作机会

和发展空间。加大金融支持和政策扶持，鼓励农

民进行农业投资和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水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新疆水资源开发利用空间广阔，但也面临着结构性缺水问题突

出的现状。如何以切实有效的举措统筹水资源高效利用，夯实农业发展基础？新疆统筹考

虑枢纽工程、引水调水、河流整治和大中型灌区等水利设施建设，发展新时代坎儿井输水模

式，通过科学调度源头活水、创新赋能节水技术等措施，不断推进高效节水农业发展。

推广高效节水是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应有

之义，而规模化经营是推广高效节水的有效

途径，也是增强农业竞争力的基础。记者在

采访调研过程中深切感受到，推广高效节水，

先要做好规模化经营文章，以规模化经营带

动规模化节水。

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土

地流转是推动农业规模化种植的重要手段。

比如，有些地方的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合作社、

整村连片流转、成立村集体企业等方式实现

了土地规模化经营，无论是降低种植成本还

是节水效果都非常显著。应当重视的是，土

地流转涉及农户利益，应探索出适合当地特

点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机制，搭建涵盖土地

流转信息收集、土地价格评估、合同制定、纠

纷化解、土地使用监督等内容的服务平台，推

动土地规范、健康、有序流转。

在土地规模化经营基础上，应高度重视

高效节水技术集成应用，围绕农业提质增效，

统筹推进节水与减肥、节水与良种推广。这

需要从田间管理、机械作业、测土配方、物联

网信息服务等多方面提供支撑，实现由单纯

依靠节水灌溉技术向多种技术集成应用转

变。从记者调研情况看，目前多种技术集成

应用还有待普及，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建立科

研院所、涉农企业、合作社和农民间的联动机

制，加快推广多种技术集成应用，为规模化节

水提供强有力支撑。

做好规模化节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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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

市市 143143团团 300300亩智慧化农业示范点通过多种仪亩智慧化农业示范点通过多种仪

器采集数据器采集数据，，为农田精准灌溉为农田精准灌溉、、施肥提供支撑施肥提供支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呈忠马呈忠摄摄

图图②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

市市 101101 团职工在采收经济作物团职工在采收经济作物。。 魏新江魏新江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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