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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新疆团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并且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相关标准、主要内容及
其规划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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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Existed in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and Its Scientific Planin Xinjiang Regi mental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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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 problems existed i n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drai nage in Xinjiang regi mental farm were discussed . The guiding thoughts , the
principle , the correlative standards and main content of the basic construction plan of irrigationand drainage were studied . And the several questions were
expounded ,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urse of program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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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牧业是兵团的基础产业, 具有突出的资源优势和巨大

的开发潜力。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 国家对西部基

础设施、能源、水利、道路、环保等投入加大, 给农牧团场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 但同时对农牧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基础建设, 除了与提高农田的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关外 , 涉及整个团场的现代化建设布局。

农田水利分外部、内部两大工程体系: ①具有挡、排、引、调、

蓄功能的外部工程体系 , 为基本农田提供良好的水利环境 ;

②具有灌、排、降功能的内部工程体系 , 为基本农田提供良好

的作物生长环境[ 1] 。因此 , 为了能更好地为团场农牧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水源保障, 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科学

的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1 投资渠道不畅, 资金、劳动力严重短缺 从兵团大部分

团场来看, 目前地方财政收人虽有了大幅度增长, 但可用于

水利建设的经费仍十分短缺。此外, 国家和地方每年通过农

业开发、以工代赈、团场自筹、建设等渠道下拨的农业水利建

设资金, 由计划部门、农业开发部门进行综合协商后再进行

分配, 而水利部门作为农业水利建设的主管部门, 对资金流

向无权支配。因此 , 政府应加大对农田水利的投资, 并对现

今的资金管理使用机制进行合理改革。

劳动力是水利投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新疆自然和

历史的原因, 地广人稀, 劳动力严重缺乏, 再加上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 , 团场职工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 大量劳动力外

流。这也是制约当前水利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 应继

续发扬“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兵团精神, 从兵团的长远利

益出发 , 群策群力, 共同把农田水利工作做好。

1 .2 现有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病、险、老化现象严重  由于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场绝大部分水利工程兴建于20 世纪50

年代末至70 年代初。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 工程

质量不高, 标准偏低。另外, 由于几十年来没有得到及时维

修养护 , 水利工程长期带病超负荷运行, 功效大大降低。因

此, 各团场应做好对年代久远或已损坏农田水利设施的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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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修缮工作, 并注意定期养护。

1 .3 水利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自1988 年7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实施以来, 尽管我国已不断完

善水利行业的法律法规 , 但是水利执法机构、水利管理法制

不健全, 水利公安队伍未配备水利公安人员, 水利工程遭人

为破坏的现象十分严重。因而, 应加大执法力度, 强化执法

手段, 实现依法治水。另外, 缺乏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基

层水利管理体制不健全、人浮于事、责权不明等问题也严重

制约团场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

2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的相关问题

2 .1  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  贯彻“防洪保安为主, 洪涝旱

渍兼治”的方针, 以中央《关于加强水利工作的决定》为指针 ,

提高认识, 强化领导, 促进改革, 增加投入, 着力改善水利条

件, 提高整体抗灾能力, 全面建设高标准农田 , 为团场经济和

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 为建设“现代农业”创造良好的条

件[ 2] 。

基本农田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 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

宝贵的“饭碗田”。因此, 规划实施必须掌握4 条原则: ①立

足当前 , 着眼长远 , 全面规划, 分步实施; ②因地制宜, 合理布

局, 科学建设, 讲究实效; ③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水资源, 挖掘

潜力, 改善农田生态, 促进各业协调发展; ④与农田保护区建

设相结合, 与中低产田改造相结合, 与现代化新农村发展相

结合。

2 .2  基本农田水利建设规划的相关标准  相关标准可以简

单地概括为“挡得住”、“排得快”、“灌得上”、“降得下”、“田园

化”、“配套全”、“养护好”、“林网化”, 即确保历史最高洪水位

挡得住; 排水不受涝, 少受淹 ;100 d 无雨保灌溉, 适时, 适量 ,

适应农作物高产生长需要; 控制地下水位在地面1 .0 m 以

下, 达到雨净田爽, 控制自如; 土地平整, 格田成方, 灌排分

开, 适应机械化; 淘、渠、路、闸、站全配套 , 田间建筑物配套率

达80 % 以上 ; 机泵设备完好, 有良好的管理网络; 沟、河、堤坡

面植被化, 保持水土; 农田林网化, 调节小气候。

2 .3 基本农田水利建设规划的主要内容

2 .3 .1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由于新疆常年干旱少雨, 因此

应大力发展以喷灌、滴灌为主的节水农业, 普及节水农业。

在实际生产工作中, 受传统种植思维的影响, 节水农业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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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推广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就要求在普及、推广节水农业

技术时, 应尽快探索并掌握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管理技术, 使

节水农业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另外 ,

应合理做好农田洗碱压盐工作的规划, 使盐碱地变为良田。

2 .3 .2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利用地下水具有许多优势 ,

如可以减少引水渠道的建设成本 , 使适耕区域摆脱地理条件

的限制 , 而且有利于推动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2 .3 .3 有效安排灌、排渠系。田间工程可以农田“三暗”( 地

下暗灌排降工程) 或“二暗一明”( 其中沟为永久性明沟) 作为

主体工程 , 采用“淘—渠—路”方式布置,“双非”灌排, 渠旁筑

路, 农业机具和运输车辆可直接下地操作, 管理方便 , 有利于

生产、交通。地下灌渠、地下排沟一般采用直径为60 、45 c m

水泥涵管, 埋设深度1 .5 ～1 .8 m, 永久性明排沟一般采用水

泥板或煤灰砖衬砌, 沟深控制在1 .2 m 左右, 土排沟深度控

制在0 .8 ～1 .0 m。

2 .4 应注意的问题

2 .4 .1 从实际的人力、物力、财力出发, 做好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一项改造自然的活动 , 必须

以物质基础作为保障[ 3]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的工程规

模和投资额度必须量力而行, 要充分考虑社会现实经济状况

和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 切实把一个地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的客观需要与允许的财力投入( 包括投资、投劳) 等要素优化

组合好。这既要防止规划偏小, 制约发展, 又要注意不顾现

实财力 , 使规划变成“图画”, 最终造成资金浪费。

2 .4 .2 因地制宜进行规划, 重点突出。因地制宜是科学规

划的集中体现。编制规划时, 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条

件、客观需要、经济水平、群众意愿及其承受能力等综合因

素。要借鉴外地的好经验、好做法 , 同时要突出自已的治水

特色。虽然在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 一些工程的

类型、数量、规模各不相同 , 但原则上都是服从客观需要, 把

那些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工程或工作列为重点。

2 .4 .3 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为目标。

规划必须坚持效益为先的原则。在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和生

态环境效益的同时, 还要注重通过治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这也是调动群众治水积极性的长远措施和根本措施。要转

变治水观念 , 根据形势发展赋予水利建设以新的内容, 通过

调整和补充规划内容来带动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的快速

转变, 推动水利实现新的变革。要对规划工程的标准质量、

施工要求、建设工期、验收制度等, 特别对全面推行工程“三

制”作出明确要求。应把工程管理内容纳入规划, 对于工程

要明确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要把提高水利建设科技含量

的思想贯穿于规划之中 , 要千方百计提高规划的科学性, 要

在组织方式、施工形式、材料选取、工期安排、质量监控、管理

手段等方面大胆改革, 选用现代化手段 , 启用最新的科研成

果, 以此带动工程档次升级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综合效益

提高。

3  结语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团场农牧业发展起着决

定性作用。过去一些地方搞农田水利建设没有统一的规划 ,

存在盲目建设、片面追求政绩等现象。这不仅造成投入的浪

费, 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 在今后的水

利基础建设中, 要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 , 注意主观与客观的

有机结合。把规划作为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安排国家

补助投资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依据 , 为团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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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寻找的方式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依法通过招标方式来

寻找私人部门 , 本身就是公平的体现 , 再加上公共部门与私

人部门的合作( 而不是任由私人部门在接标后为所欲为) 最

终确保公共物品提供的公平性。三是保障提供的公共物品

的质量和数量。由于政府公共部门垄断经营公共物品, 往

往缺乏效率, 引入私人部门可打破公共部门的垄断经营 , 使

市场有更多的选择, 私人部门会不断创新, 寻求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的方案, 这样势必带来竞争 , 竞争的结果一方面能

带来更多成本收益比高的公共物品或服务, 另一方面使社

会更有生机和活力。在公共物品生产( 服务) 的过程中, 政

府公共部门处于全程监督的地位 , 政府公共部门依合同的

规定严格进行质量监督与检查 , 符合质量、数量标准的政府

公共部门才予以付款 , 这样就可以更进一步保证公共物品

生产( 服务) 的数量与质量 , 以满足人民所需。目前我国采

用这种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 改革开放催生的民营企业及吸

引的外资 , 形成了新模式中的私人部门, 在目前财政支付不

充足的情况下使用此模式可谓“双赢”, 既解决了我国欲增

加农村财政教育投入而资金匮乏的问题, 又使得民间资本、

外资有了投资的渠道。

3 .4  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教  要支持设立资助贫困家庭

学生就学的民间慈善基金组织 , 扩大彩票公益金收益投向

农村财政教育。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财政教育的投入, 以保

障农民及其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 , 让更多的农民及其子女

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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