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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的重要经济支柱,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提高农业经济的效率,我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来解决农业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而大型灌区的管理则成为了农业发展的重点,同时灌溉的效率和质量也推动了我国的农业发展。但是在大型灌

区管理上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如制度不完善、人员素质不达标等,其都影响了整体灌区的管理,为此,本文针对东雷抽黄灌区管

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其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农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 

[关键词] 大型灌区；问题和对策；管理 

 

1 东雷抽黄灌区概况 

东雷抽黄灌溉工程是国家大型灌区,也是陕西省扬程

高流量 大的电力提灌工程,该工程 1975 年 8 月动工修

建,1979 年 11 月灌溉受益。灌区建有抽水站 28 座,安装抽

水机组 121 台,总装机容量 11.54 万 kW, 多九级提水,累计

扬程 311.09m,加权平均扬程 214.m。渠首设计引水流量

40m3/s,加大引水流量 60m3/s。灌溉保证率为 75%。枢纽取水

采用无坝引水方式,在总干渠西侧,根据塬上沟槽天然切割

形成的耕作区分布情况,依次在东雷、新民、乌牛、加西分

设 4 个分级抽水灌溉系统,加上新民、朝邑 2 处滩地的淤灌

工程共构成 6 个灌溉系统。规划灌溉面积 6.8 万 hm2,有效面

积 5.58 万 hm2。惠泽合阳、大荔、澄城、蒲城 4 个县 13 个

镇 262 个村庄 41.5 万农村人口。工程运行 40 年来,累计渠

首引水 40.8 亿 m3,斗口水量 20.436 亿 m3,灌溉农田 115 万

hm2 次,累计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近 175 亿元,为促进辖区农业

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昔日

贫瘠不堪的渭北旱腰带成为陕西重要的粮棉果蔬生产基地。 

灌区现行水价标准是按照 2004 年陕西省物价局、水利

厅《关于大型灌区农业供水价格公示工作的通知》(陕价成

发〔2004〕104 号批复文件)精神执行,是由工程供水费用、

基层管理费和群管费 3 个部分构成,是与农民见面的终端水

价。其中工程供水费用 0.358 元/m3(国营水价 0.22 元/m3、

抽水电费0.138元/m3),基层管理费和群管费分别为0.03元

/m3。 

灌区平均灌溉定额 70m3,总干渠道利用系数 0.85,各级

干渠渠道利用系数平均为 0.92,支渠渠道利用系数平均为

0.93,斗农渠渠道利用系数平均为 0.88。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家对水利投入的加大,续建配套

节水改造项目和大型灌排泵站改造项目的实施,灌区工程基

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但灌溉用水量多年来平均 6227 万 m3,

用水量和灌溉面积没有得到质的提升。因此,灌区发展还有

很大的潜力,结合灌区的实际,灌区的管理工作重点应放在

抓基础,努力优化和培育灌溉市场。 

2 存在问题 

2.1 灌溉管理体制多元化 

东雷抽黄工程自 1989 年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后,灌区

一直沿用的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模式,既管理局负责灌

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抽水泵站与灌区三县共用干渠,配水到

支口。三县设立管理处,负责县用干渠及以下工程,并负责段

斗长任命管理。这种管理制度造成内部水利权限不清,责任

不明确,争权夺利,互相牵制、扯皮、推诿责任的问题时有发

生,致使管理局难以发挥水利主管部门的优势。在行水灌溉

的过程中,供需难以直接见面。水费收缴过程中,“乱搭车”、

“乱加码”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很难从根本上加以

杜绝,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农民的用水负担。由于管理体

制不完善,管理费用支出增大,部分渠道管护费用难以落实

到位,水价偏高,从而出现了农民浇地难、负担重的局面,多

数农民一改过去浇“丰产水”为“救命水”,甚至于不浇水

而听天由命,用水意识比较淡薄,灌溉市场日益萎缩。 

2.2 机组设备老化,出水流量不稳 

黄河水质不仅泥沙含量大,而且夹有大量的石英、黑云

母、铁矿石等物质,加速了机组的老化磨蚀,造成泵体局部穿

孔漏气漏水,出流衰减快,运行成本大。拿高北系统的渠首供

水机组来说,在近年的历次灌溉中,渠道供水一直难以稳定。

即使在同一天,在供水机组不变的情况下,上午、下午供水流

量差额在 0.15m3/s 左右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在长时段的供

水中,供水机组台数相同的情况下,流量差额在 0.40m3/s 左

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致使基层单位的配、引水工作盲目而

又被动,调配水方案也难以优化协调地进行。由于渠首供水

不稳,导致支渠配水量忽大忽小,过大流量供水或断流而造

成弃水(无法记账)等水量损失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灌溉效

益的提高。 

2.3 水工设施不完善,田间渠系配套差 

抽黄工程建设时受资金技术限制,设计标准低,经过长

期的灌溉运行,干、支渠沉陷,衬砌板脱落,工程严重老化失

修,骨干渠道输水能力下降,灌溉保障率降低,安全事故隐患

层出不穷。2009 年夏灌中总干渠西堤出现 30 米决口,大量

鱼池受淹,经济损失较大。同时,斗、分、引渠等田间工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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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不足,加之长期灌溉运行破损严重,尤其是农村分田到

户以后,田间工程管护主题缺失,私自随意开口,人为破坏严

重,造成有人使用,没人管理,断头渠比比皆是,成为典型的

制约灌区发展的“ 后一公里”。 

2.4 运行成本大,水价偏高 

抽黄灌区水价偏高,供水结构不合理,与基础产业地位

不相协调。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加之其他因素的制约影

响,水价管理权限不清,水价的经济杠杆作用和运作机制不

灵活、不健全,水费价格单一,背离了价值。随着改革的深入

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灌溉产业终将被推向市场,实行企

业化管理,自负盈亏。水费是灌溉管理单位的主要收入,缺此

将难以为继。灌区所供之水是商品水,既不同于天然水,也不

是社会水、福利水。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水

价体系。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加之作为灌区主导产业的苹

果产业市场的疲软不景气,群众手头拮据,经济紧张,同时村

组“乱搭车”、“乱加码”,致使水费价格偏高,群众用水意识

比较淡薄,东雷一期抽黄灌区的灌溉市场逐年萎缩,灌溉效

益不佳,有时甚至处于捉襟见肘的难堪境地。 

3 加强东雷抽黄灌区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措施 

东雷抽黄拥有干、支渠 97 条,总长 629 公里,渠道建筑

物 9700 多座；同时建有 28 座泵站,各种机电设备一千多台

(套)；变电站在 30 座,输电线路 380 多公里。这些工程设施

设备星罗其布,建设在灌区三县农村,安保任务繁重,必须从

以下七个方面加强。 

3.1 加大力度,抓紧进行灌区管理体制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不断完善,旧式管理体制适应不

了灌区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严重阻碍了灌区的发展。所以,

对这种旧的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创新。 

(1)对管理单位内部人事制度进行改革。根据有关政策

定编定岗,竞岗竞聘,做到人人有事干,个个有责任。 

(2)改革水费收缴制度。合理制定水价,既不增加农民负

担,又能实现灌区管理单位“以水养水”的目的。 

(3)积极推进灌区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分开所有权与经

营权。对大中型灌区,可以借鉴外地经验,尝试建设“供水公

司＋农民用水者协会＋农户”的管理模式与经营机制；对灌

区内的小型水利设施,可以通过租赁、拍卖、承包、股份合

作等形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盘活水利资产,积极吸纳民间

资本,实现水利建设投入的多元化,解决水利建设与工程维

修加固资金不足的问题,实现灌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3.2 与时俱进,努力推动现代化建设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是现代化灌区发展的方向。

一方面,灌区管理部门要向政府和相关行业提供包括旱情信

息、水量水质信息和工程信息等在内的水利信息,为抗旱和

水资源的管理服务。另一方面,灌区建设与管理也离不开区

域经济信息、生态环境信息、气候气象信息、地质灾害信息

等相关行业的信息支持。因此,加大灌区信息化建设,促进数

字化调度,智能化管理,是灌区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实现

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是提高灌区的决策水平与管理

水平的重要途径。 

3.3 出台奖惩制度,提高福利待遇,凝聚单位的向心力 

一是干部带头树道德,树立良好的个人道德风尚,建立

单位良好的风气,使单位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明赏罚,

打破逾 30 年始终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调动职工的主观能

动性。因而单位的领导干部要针对单位的实际,出台一系列

的奖罚制度。从制度上使职工的责任心得以增强,使有能力、

有技术、主要是有责任心的职工得以重任,得到实惠,彻底消

除人浮于事的现象。三是要鼓干劲。职工都希望单位能发展

好,但是社会现实状况是单位效益不佳,福利待遇不高,社会

地位更谈不上。更令人诧异的是工作将近 20 年的许多老员

工至今仍拿的是初级工的工资。由此造成众多同志的家庭困

难,职工不安心工作,许多人请假外出务工。经济是基础,因

此要想使职工安心工作、思想稳定,就要使职工应得的福利

待遇得以兑现。 

3.4 建立实体,促进综合经营健康发展 

抽黄有电气修试所、黄河工程公司、监理公司、修配厂、

旅游公司、养殖站、贸易公司等好几个实体单位。如何让资

源优势得到 佳的配置和利用,是抽黄领导应该考虑的问

题。黄河公司应从包工队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承揽社会工程；

监理工程树立同行监理品牌；修配厂要充分地承接市场加工

环节,逐步扩大业务市场范围。旅游公司应在建立国家级风

景区大洽川的背景思路下积极增设新、奇、特等旅游项目,

提升文化品位。养殖站利用水土资源,可以结合当地旅游资

源的优势形成垂钓、生产相结合的生态管理模式。贸易公司

利用闲散场地和库房,承揽对外仓储业务,将废弃的资源利

用起来。建议管理局将黄河饭店、修配厂等门面商铺作为修

试所、旅游公司等实体单位对外进行承揽等业务的宣传窗口

和广告牌。单位牵头建立群体创业平台,并进行商业化管理。

面向市场、面向大众,使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优势得到更好

的综合利用。 终形成灌溉牵头、多头并进的发展模式。 

3.5 坚持依法治水,逐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扭转灌区管理难与水费收取难的现象,加强资源的保护,

提高灌区管理水平,实现灌区的可持续发展,运用行政、法律

手段参与灌区建设与管理,实现依法治水、依法管水、建立

良好的用水秩序。这就要求建立与灌区相配套的法规,加强

行政职能部门间的配合与执法人员培训,加大法律法规的宣

传力度,构筑一个高效而有力的行政执法体系,严惩灌区内

的违法水事活动。 

3.6 提高灌区人员素质的建设 

为提高大型灌区的管理水平, 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升灌

区职工队伍业务技能和整体素质。首先,对管理人员进行有

针对性的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注重管理人员的技术能力和

知识储备,结合灌区实际培养综合性管理人员,为管理人员

提供进修的机会,委派到水利专业学校培训学习,或引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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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建设作为重要的基础民生建设工程,对于维持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生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对水库除

险加固的设计予以重视,提升水库大坝的使用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水库大坝除险加固防渗设计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 水库大坝；除险加固防渗设计；使用价值 

 

水库 主要功能在于防洪、灌溉、及供水,有些水库除

了具备以上功能外,还具备发电等功能。不过由于水库大坝

设计中还存在较多问题,使得水库大坝经常发生渗漏,故而

有必要对除险加固防渗设计予以研究,找出合理的解决措施,

提高水库大坝质量。 

1 水库大坝的除险加固防渗设计处理的重要性 

水库大坝是水利工程建设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起到

调节水源和涵养地方经济的作用。我国水库大坝在建设过程

中存在着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的情况,如果不采取合理的措

施,极易导致水库大坝建设存在危险,进而影响其使用效果。

所以在水库大坝设计中,要结合实际情况,保证水库大坝设

计的合理性,尤其要重点关注除险加固防渗设计处理,以减

少渗漏等问题的发生。 

2 水库大坝除险加固设计的处理 

2.1 坝体结构稳定性的处理 

2.1.1 处理方式 

在水库大坝除险加固防渗设计时,按照上堵、下排这两

项基本原则。并在全面覆盖过程中采用填筑粘土、铺设复合

土工膜、钢筋砼面板等实行处理。现阶段 常用的除险加固

防渗处理方式以垂直式为主,其分为倒挂井防渗墙和混凝土

防渗墙两种。 

2.1.2 周边项目维护 

在水库大坝除险加固防渗处理中,为了保证大坝质量,

既要对边坡和涵洞进行处理,还需适当的提高排水棱体的高

度,以确保水库大坝的正常运转。另外,注意施工中可能出现

的滑坡现象,可采取合理的处理方式,减少滑坡的产生。 

2.2 水库大坝除险加固能力的提升措施 

2.2.1 除险加固措施 

在开展水库大坝除险加固作业时,需考虑除险加固措施

的简单性和经济性,这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对现场的实际情

况进行细致勘察,对其存在的渗漏问题予以分析,尤其要深

度剖析水库大坝存在的裂缝问题,从而找出合理的解决措施,

提升除险加固效果。在渗漏处理过程中,通常会采用单管混

凝土高压喷旋方式、翻砌方式和混凝土面部防渗技术这三种,

其中单管混凝土高压喷旋是 常用的一种措施,对于渗漏不

是很严重的大坝,利用该种方式能够有效实行缝隙填堵,缓

解张裂现象产生的影响。翻砌方法可以对对接缝位置存在的

渗漏问题实施处理。混凝土面部防渗技术,顾名思义就是针

对其钢性面板存在的裂缝予以有效处理。 

2.2.2 防渗漏技术 

 

业人才,提高灌区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其次强化灌区管理措

施,双管齐下,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大型灌区的整体管理

水平,更好的为灌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 

3.7 全面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落实节水优先的根本途径,是实

现农民负担不加重,灌区发展可持续的 优选择。2018 年东

雷抽黄作为全省 5 个试点单位之一,在高西灌溉系统高明段

的试点取得完满成功,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全灌区加快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形成人人

关心水利,个个爱护施设的良好社会坏境和保护氛围,使灌

区在乡村振兴和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灌区的建设与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任务。

要实现灌区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要通过进一步更新观念、求实创新、加强体制机制建

设、加大投入力度,来实现灌区的可持续发展。要想发展东

雷抽黄事业,就要从完善管理上下功夫、狠抓项目上找出路、

结构调整上想办法、信息管理上订措施、职工待遇上上台阶、

综合经营上有门道,这样才会使东雷抽黄获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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