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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水利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河套灌区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本文界定了水利新质生

产力的内涵,强调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

接着,本文分析了水利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和实现路径,包括建立高质量标准和技术体系、建设高效能运行

管理体系以及推动绿色生态水利发展。最后,本文以河套灌区为例,阐述了水利新质生产力在提升灌区管

理水平、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推动灌区高质量发展中的具体应用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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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how new water conservancy productivity can em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etao Irrigation District. Firstly,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water conservancy, emphasizing that it is center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ed by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Nex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new water conservancy productivity, 

including establishing high-quality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systems, building efficient oper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Finall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etao Irrigatio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improving irrigation district management level, achieving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rrigation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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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人口激增的双重压力,水资源的稀缺

性与环境保护问题愈发严峻,给水利工程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考验与转型契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及生产力建设路径已难

以适应新时代的迫切需求,迫切需要依靠科技革新与生产效率

的本质提升,来引领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本研究通过理论

分析,深入探究水利新质生产力量如何在河套灌溉区的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1 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1.1新质生产力的由来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于2023年下半年首次被国家领导人明确

提出,此观点在多轮考察与调研中被反复强调。强调指出,整合

科技创新要素,有策略地促进新兴及未来产业发展,从而加速新

质生产力的成型,构成了新时代经济发展蓝图中的核心任务。在

中央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研讨中,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

详尽的探讨,明确其不仅是驱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内生需求,

也是实现这一转型的聚焦点所在。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体现

在科技创新上,它跳脱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生产力发展轨迹,

以高技术含量、高效能输出及高品质标准为标志,体现了符合新

发展观念的前沿生产力模式。这一系列论述构建了理解和推进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理论框架及实践导向方针。 

1.2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认识 

在水文学中,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反映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支撑作用及水利科学研究创新的引领地位。这种水利新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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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仅标志着高技术化、高效能化和高品质化的特性,还紧密贴

合了新颖发展观念的需求,被视作先进水利生产力量的示范。通

过采纳创新技术路径、革新方法论及开创性模式,其为数字化水

利与智慧型水利的进步贡献了科技推力,促成了水利工作在质

与量上的全面跃进。加强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顺应未

来水文学界发展趋势的一项必要举措,同时,这也是应对我国水

利领域四大核心挑战——水资源匮乏、水灾频发、水质污染及

水生态系统破坏的关键策略。借由技术创新与管理模式的变革,

水利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水资源的精密化管制与合理配置,提

升水资源利用效能,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

水资源基础。这一发展策略着重强调,在水利事业的发展路径中,

依赖创新驱动力,以实现资源使用的高度优化与生态环境的长

久维系,进而在宏观层面上支撑整个水利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水利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和实现路径 

2.1水利新质生产力的特征 

2.1.1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 

在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构成中,科技革新被视作促进行业前

进的关键动力源。通过巩固源头创新的能力,水文学在根基理论

探索及尖端技术疆域已取得明显进步。此类创新不仅限于技术

层面的跃进,更着重于其应用的普适范围与深化程度。此进程包

含从原理性探索到实践性实施的全方位转变,旨在增强水利工

程项目的科技含量与管控效果。借由跨领域的合作,水利行业能

促成技术架构的集成式创新,推进水资源经营及水利工程构筑

在品质与效能上的实质性变化。 

2.1.2智慧化变革助推水利事业提效升级 

智能化转型在引领生产、生活及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水管理领域,数字孪生技术作为智

能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促成了管理体系的深刻变化。通过融合

运用数字化工具,水利领域管理成功实现了由传统模式向智能

化模式的跨越。这一变化不仅加固了信息处理与决策辅助体系

的建构实力,亦极大提升了水资源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与精细化

程度。智能化转型凭借即时数据解析与前瞻性预测,为水利工程

奉上了更趋精细的管理策略,有力提高了整个水利行业的运作

效能。 

2.1.3绿色引领水利行业生态保护治理 

水利新生产力形式遵循绿色发展的核心思想,着重于生态

保护与治理的同步推进,力图达成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

通过广泛融入水利工程及管理体系,此新生产力模式有效增强

了生态系统的多样属性、稳定性与持久发展能力。绿色发展战

略不仅仅体现在资源的节约利用及高效配置上,还深刻体现在

生态体系功能的恢复与增强方面。该理念的深化实践,为迈向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发展模式铺垫了切实可行的道路,深化

了生态保护意识在水利领域的实践根植。在绿色理念的引领下,

水利行业不仅实现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高效性,也促动了社会经

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2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2.2.1建立高质量标准和技术体系 

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深化水利基础科学研究

的系统性和深化程度,旨在建立一整套高水平的标准与技术体

系。此体系根植于集‘预测、警报、模拟、预案’为一体的综

合性功能架构,经由科技进步的合理化与标准化,驱使水利行业

向高质量发展模式全面迈进。在此指引下,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

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更加科学化与高效化。同时,这一系

列标准为水利工程从规划、施工至运维各阶段提供了全方位的

指导原则,确保工程项目的安全性、经济合理性和长期可持续

性。此外,通过融入严格的技术评审及质量监管流程,该体系为

革新技术的融入制定了规范路径,确保了技术革新在实践操作

中的实效与可靠性。 

2.2.2建设高效能运行管理体系 

为了增进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实际效果,加强流域‘四位一

体’职能显得尤为重要。这一职能的加固有利于促进流域与地

域协同管理模式的建构。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与智慧管理技术的

深度整合,此高效运行管理体系极大提高了城市水务管理的智

慧化标准,改进了水资源配置的精确度,并且增强了水灾防御的

实效性。该系统不仅拥有全面、多维度的管控能力,还能在多样

化的水利场景下迅速反馈,达致对复杂水利事件的动态化、智慧

化管控。借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水利工程的高效率运行,其为

流域治理体系带来了创新模式与思考路径,保障了各类水利工

程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与效益最优化。这类管理体系的构建,

标志着水利管理由传统方式向现代化、智慧化的全面转变,为水

利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根基。 

2.2.3建设新时代绿色生态水利 

新型绿色生态水利理念立足于水利创新生产力建议,着重

于从流域的宏观整体与系统层面入手,推行涵盖山、水、林、田、

湖、草、沙等多要素的综合性保护与治理体系。通过整合上下

游、左右两岸及主次河流的综合管理措施,此策略不仅促进了江

湖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与恢复,也确保了江湖生态系统的健康

与持久性。其核心目标旨在借助生态保护修复行动,达成人类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状态,从而为水利工程的长远发展构

建坚实的生态支撑,保障社会经济活动在绿色发展的轨道上稳

步前行。 

3 水利新质生产力推动河套灌区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与成效 

3.1建立灌区水利管理标准体系 

在河套灌区,水利管理标准体系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为实现

这一目标,特组建了专项领导小组、创新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管理

部门,专职负责数字孪生灌区技术的研发实施与运维管理。该体

系的搭建立足于自主开展的各项技术研究活动,并深化与高等

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旨在探索信息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当前

阶段,灌区已成功编制并颁布了11项关于信息化的地方性规范,

这些规范不仅强化了灌区建设项目中的规章制度支持,还为人

才培养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它们的出台,明确了灌区信息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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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导向,确保所有水利工程项目的实施遵循科学原则且保

持高度的一致性。 

3.2不断夯实灌区水利数字感知体系 

河套灌区的水资源数字化监测网络正依据‘既有资源整合、

在建项目统一规划、新建设施标准化’的原则,持续得以巩固与

完善。通过增强和优化基础感知设施,灌区现已成功构建了一个

包含一条主干渠、十三条干线、二十九条分支干渠在内的水位、

闸门位置、水流速率及视频监控等多个实时数据采集系统,总计

达到一千七百个监测点。此系统实现了工程状态与水流动态每

五分钟一次的高频在线数据抓取,为灌区实现引水、配水、排水、

疏水、生态补给等综合性调度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显著

增强了调度作业的时效性和精确度。 

3.3建立高效能运行管理平台 

为全面增进灌区运行保障效能,河套灌区着力构建一个高

效运行管理体系。该体系通过加速信息化进程,已成功部署一套

涵盖总干渠、主干渠及分干渠的综合监测系统,包含水位、闸位

监控,视频监视以及渠道流量的实时采集功能,监测点总数逾

1700处。此外,为强化通信效能,灌区自主搭建了101座通信铁塔,

织就一张专属的无线水利通信网络。此管理平台还融入了需水

量预测、动态调配水等智能化模型,为灌区实现引水、供水、排

水等水利用环节的统一智慧调度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提高了

管理效能与应急反应速度。 

3.4河套灌区发展取得的成效 

近年以来,河套灌溉区域致力于采纳先进的水利生产方式,

有力促进了灌区发展的显著提升。在水资源管理层面,该区域建

立了水量调节监控中枢,并融入了来水预估、用水需求预测、动

态水量分配及调度最优化等多种智能算法模型。这些智慧化工

具的运用,极大减轻了人力负担,工作效能提升了大约百分之三

十。借助此类科技方法,灌区能更精准地调配与管理水资源,确

保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另外,灌区构建了数字孪生建设项目领导团队、创新中枢及

信息处,积极投身于数字孪生灌区的建构、运维与管控行动之

中。此举不仅催化了数字孪生技术在灌区实践中的渗透,也进一

步巩固了灌区信息化管理水平。灌区自发性地深化技术研究,

与多家科研机构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合作纽带,致力于挖掘信息

科技最前沿的应用潜能与发展路径。时至今日,灌区已成功编纂

并颁布了11部信息化地域规范,为灌区的技术革新活动与管理

标准化进程筑起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信息服务领域,灌区遵循着‘数据集于上层,服务深达基

层’的指导方针,构建了河套灌区信息化综合查询体系。此体系

有力地指引了农业生产和灌溉服务等田间作业,不仅使得供水

保障率提升了20个百分点,还促进了农业产量增长约15%。通过

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撑与智慧化服务特性,该信息化体系为农业

生产业务赋予了科学化的决策依据,进一步优化了灌区内的农

业生产布局,增强了整个灌区的经济效应与可持续发展潜力。凭

借这些多方位策略,河套灌区在新型水利生产力的驱动下,正步

入一个更高效率、更智能化、更生态友好的发展阶段。 

4 结论 

水利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核心在于科技创

新,通过融合最新技术、创新方法及变革模式,促进了水资源的

高效率利用与水利领域发展的高质量。河套灌区在持续探索与

实践水利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在增强灌区管理效能、达成水资

源的最优化配置及推动灌区全面质量提升上,已取得突出成果。

展望未来,河套灌区需持续深化此新型生产力的应用实践,为灌

区的高质量持续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并为黄河流域内其他灌区

树立可参考的典范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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