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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利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从水利可持续利用的观点出发 , 重点论述了我国水土流失的现状及危害 , 对水利在发
展农村经济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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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21st century humanity harmonious development subject ,the only way is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l relation
between person and nature and the main method is to maintainthe rural economy sustai nable development .The water conservation holds the dominant posi-
tionin the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he article fromthe viewpoint of water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il erosion and
its harm,especially i n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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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水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

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 是人类和经济发展最基

本的保障。水利主要包括对水的开发利用、水资源的保护、

节约用水等基本内容。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最基础性的产业, 必须要认真研究水在各行各业中的作用以

及合理用水的方法。目前, 我国水资源利用方面还有许多问

题, 首先,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 , 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

均匀, 管理落后、使用粗放 , 全国总用水量处于短缺状态, 已

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 对水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供需矛盾更加突

出。其次 , 由于人们过度地使用自然资源 , 破坏了生态平衡 ,

加大了风化、沙化和水土流失, 灾害频繁, 由灾害造成的损失

逐年加大。再者, 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加快, 对土地的占有率

也越来越高 , 现有耕地面积特别是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 ,

加之灌溉技术的落后, 管理水平低, 水利用率十分低下, 加之

原有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 已失去了灌溉效能。乡镇企业的

发展对水资源污染越来越严重, 水环境问题非常突出。因

此, 只有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才有国民经济和农村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

统工程, 涉及到开源节流、水土保持、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的

技术问题。

2  我国水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水资源利用现状 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贫乏的国家 ,

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我国能

以占世界总耕地8 % 的良田养活占世界22 % 的人口, 主要因

为我国有40 % 左右的耕地能得到有效灌溉, 在此基础上才能

建立起一年多熟的种植方式和作物高产综合栽培技术。我

国人均占有水量约为2 488 m3 , 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农业用水的亏量占实际用水的10 % 左右, 如我国北方地区耕

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50 % , 生产的粮食也接近总产量

的一半, 粮食单产6 000 kg/ hm2 左右, 但干旱地区由于缺水 ,

粮食产量仅2 250 kg/ hm2 左右 , 可见水的重要地位。要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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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 , 农田灌溉面积必须增加667 万

hm2 左右, 由此 , 对水的需求矛盾将更加突出。

随着工业发展 , 对水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从现在到

2030 年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关键期 , 由此, 工业需水量约平均

增长6 % , 生活用水平均增长3 % , 而农业的用水增加量将微

乎其微。从黄河流域的资料看, 如果不改变当前的农田灌溉

和工业用水量 , 在其他方面用水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到

2030 年水资源亏缺量将达300 亿 m3 , 占黄河年平均总量的

1/ 2。届时下游靠黄河灌溉的地区将出现无水灌溉的局面 ,

每年调入200 亿t 水的南水北调工程也只能解决城市和工业

用水。因此, 发展节水农业是干旱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

2 .2 水利管理现状  建国以来, 在农田水利方面国家投入

巨资, 确保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

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在节水研究领域, 长期处于无人过问

的局面, 水的灌溉利用率仅30 % 左右, 而发达国家农田水的

灌溉利用率高达60 % ～80 % , 究其原因是我国的灌溉渠道多

半是土渠, 而发达国家早就实现了输水工程的防晒化和管道

化, 已从喷灌向更高效率的微灌和滴灌过渡。在发达国家 ,

每毫米降水量每公顷可生产37 .5 kg 谷物, 而我国北方仅能

生产7 .5 kg , 从降水量分析, 欧美国家具有得天独厚的降雨条

件, 降水量高于我国1 倍, 且降雨全年分布均匀 , 因此可储藏

大量的地下水为农业所用, 而我国降雨量是季节性的, 降水

大多属无效水, 不是被蒸发就是被渗漏掉了。

2 .3  节水农业研究现状  我国科技人员在结合我国干旱半

干旱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研发出了低压输水管道技术 ,

有效降低了水资源的浪费程度, 特别在年降水量250 ～500

mm 的半干旱地区, 大力发展旱地农业科技体系, 如抗旱保墒

耕作, 使这些地区的降水得到充分利用。但仍存在许多问

题, 节水和旱作农业技术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加强。改变目

前普遍存在的大水漫灌现象, 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是当前农业

生产面临的首要任务 ,“燕山滴灌”是我国当前研发出的低成

本、高效率的山地灌溉技术, 符合中国的国情。

2 .4  水土流失的现状及危害 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日益扩

大, 到目前为止, 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 万km2 , 其中受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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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测量精度高。GPS 测量可大

大提高成果质量, 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整个作业过程全由

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 自动记录、自动数据预处理和

自动平均差计算。测量精度达厘米级 , 能满足地形测量的

要求。

( 4) 作业模式一致、点位精度均匀。每个点的误差均为

随机产生, 不会像传统测量一样产生误差积累,RTK 技术让

测量工作的过程快捷, 成果可靠。

(5) 作业时间短、节省费用。用 GPS- RTK 技术进行地形

图测绘, 不需要布设控制网点, 而且点间无需通视, 降低了劳

动强度, 节省了测量费用 , 由于作业时间短, 节省了人力物力

和资金。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采用GPS- RTK 方法生产符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数字地图得到了实践检验 , 是一

种技术和经济都可行的方法, 并为今后管理社会主义新农村

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数字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有一

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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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的水土流失面积165 万km2 , 受风力侵蚀的水土流失面

积191 万km2 , 水蚀和风蚀面积中有26 万km2 为水蚀、风蚀交

错区。调查表明, 全国水土流失面广、量大, 不论山区、丘陵

区、风沙区还是农村、城市、沿海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

流失问题。水土流失削弱了土地涵养水源的能力, 增加了旱

涝灾害的发生率; 造成河库淤塞 , 降低了水库工程效益; 引发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 且降低了水源质量。我国最严重的问题

是生态环境失调, 随着水土流失面积加大, 农业生产环境遭

到了巨大破坏, 水土保持、减少土壤沙化面积是减少洪涝灾

害的根本措施,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耕地坡度较大容易

造成水土流失, 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一定要根据地势情况, 提

高农田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3  水利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 .1 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农业生产能否高产稳定 ,

关键取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程度。我国人多地少, 水资源极

度缺乏且分布极不合理 , 水旱灾害极度频繁, 要保证我国农

业生产具稳定性和连续性, 加强对水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对水

资源排灌设施的合理使用都十分重要。我国有近一半的水

浇地生产了占全国总量70 % 以上的粮食, 足以说明水在农业

生产中的地位。

3 .2  水利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农村水利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保证农村人口能饮用

上安全、卫生、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目

前, 我国还有2 .6 亿人口没有喝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有的

连吃水都成问题。因此 , 只有把保证水供应作为增加农民收

入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才能改变传统的种植方

式, 稳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农民生活才能得到彻底改变。

3 .3  水利在农村生活中的作用  自农村改革以来, 农民吃

饭问题得到解决后, 水问题就上升为当前的主要问题, 特别

是在环境污染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过程中, 农民的饮水安全

问题越来越突出。要大力发展农村的供水事业, 坚持以人为

本的指导思想, 在坚持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同时, 大力发展

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3 .4  水利在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建设农村良好

的生态环境, 创造一个居住幽雅、生活便利的新农村 , 使有限

的资源得到合理和永续利用, 就要研究水利在农业生产和农

村环境建设中的应用。我国农村居住分散、道路不畅、卫生

条件落后、传染疾病较多 , 究其原因是缺乏水资源, 缺水已限

制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居民节水意识淡薄 , 水资

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因此 , 应加大节约水资源的宣传 , 并

将水利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以达到保护植被与

涵养水源的目的, 以实现农村环境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4  加强水利管理的意见和措施

充分利用现有的水利设施 , 开源节流, 保证农村水利的

良性发展; 以市场为主导 ,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 以价格机制为

手段加大水管理的改革力度, 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充分合理

的利用; 用法律做保障, 使国家在农田水利上的投资能专款

专用; 加强对水利管理人员的培训,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提高

水利设施的科技含量, 对现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加强农村

水利管理力度, 提高农民对水利重要性的认识 , 把无序的水

利利用变为有序的管理过程。要使我国水利管理上一个新

台阶, 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高效、科学的管理机制 ,

使水利管理体系走向科学化,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

用, 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稳步增长和新农村和谐社会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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