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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区条件得
天独厚,虽然不缺水，
但也要节约水资源，大
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和节水产业，不能搞大
水漫灌。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巴彦淖尔时的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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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秋浇是河套灌区特定的气候、土

壤条件下，为翌年春播储墒、淋盐压

碱、减轻土壤板结的一次非生育期灌

溉制度。近年来，随着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稳步推进，灌区土壤盐碱化

程度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以葵花为主

的低耗水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为减

少秋浇用水量创造了条件。

为全面完成市委、政府下达的农

业节水攻坚工作目标，大幅压减非生

育期用水量，实现合理布局秋浇、保

障粮食生产，制定本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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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导

秋浇不春灌春灌不秋浇

坚持平地缩块节水保墒

实行一把锹浇杜绝深浇漫灌

坚决打赢农业节水增效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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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浇形势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

护法》实施之年，国家水利部、黄委

会、自治区进一步加大对沿黄用水的

管控力度，更加明确了水资源利用应

当坚持节水优先、集约使用，必须坚

持“四水四定”，严格用水指标总量

控制。

巴彦淖尔是全区农业用水大户，

随着灌溉工程条件改善、高标农田建

设深入推进，河套灌区灌溉面积不断

增加，供水指标逐年减少，进一步加

剧了农业用水需求，供需矛盾日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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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农业节水控水势在必行。要求必

须从严从细管好每方水，提高水的利

用率，大力发展引黄滴灌、高效节水、

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用水方式，优化种

植结构，发展规模化集中连片种植，

压减亩均用水量推动农业用水方式

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今年，巴彦淖尔市节水增效指挥

部印发的《防止“大水漫灌”做好河

套灌区 2023 年秋浇节水工作方案》，

明确河套灌区秋浇渠首引水10.051亿

立方米，各旗县区取水口（直口渠）

供水量 6.9068 亿立方米。提出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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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耗”为目标，合理压减非生育期用

水量，以保证春播和青苗用水。坚持

“少浇”，组织“快浇”，试行“不浇”，

杜绝“重复浇”，尝试在滴灌区域不

秋浇，选择盐碱化轻的区域试点推行

两年一次秋浇，探索开展不秋浇试点，

通过不断深化秋浇制度改革，科学合

理安排农作物非生育期用水量，促进

灌区农业稳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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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浇节水篇

1、为什么要秋浇不春灌、春灌

不秋浇？

秋浇是河套灌区每年秋季在作

物非生育期的灌溉，其目的在于淋洗

田间盐分和调节土壤墒情，为来年春

播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有效减轻来

年春夏灌用水集中带来的供水压力。

多年来，灌区推行“早浇保墒、秋浇

储墒、适度干地、春灌补墒”相结合

“两年三步骤”的秋浇制度，确保来

年青苗灌溉、热水播种适时适量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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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推动我市农业稳产、农民增收

和灌区可持续发展。”

从多年秋浇、春灌经验看，由于

个别地区秋浇定额大，第二年出现潮

塌返盐；同时个别无法保墒的地区进

行秋浇，第二年土壤墒情不足。以上

两种情况，需要再次进行灌溉，也就

是说，同一块土地，非生育期进行了

2次灌溉（浇空地），不仅造成水资源

的浪费，而且也增加了用水户水费负

担。因此，秋浇不春灌、春灌不秋浇

是应对当前及今后水资源紧缺，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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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增效的必要措施之一。

2、为什么提倡浅浇快浇，杜绝
深浇漫灌？

浅浇快轮可以减小灌溉用水渗
漏损失，提高灌溉效率，降低用水成
本，但如果深浇漫灌，秋浇水淌的太
深了，不但造成地里结冰，浪费水量，
而且还会造成春季土壤潮塌，造成土
壤表层积盐，影响播种以及农作物生
长。

3、为什么要平地缩块？
提高土地灌水技术和灌水质量，

缩短灌水时间，减少无效水量渗漏，
从而实现浅浇快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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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浇节水管理篇
1、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各供水管理单位与各旗

县区政府密切协商配合，按照全市秋

浇工作的总体安排，要把今年秋浇和

明年春灌任务结合起来，要把秋浇和

保障粮食生产结合起来，要把储墒和

保墒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强化组织领

导，建立秋浇工作领导组织机构，认

真抓好各项措施落实，严格按指标供

水，确保秋浇工作有序推进。

2、切实加大舆论宣传动员工作。

各级政府、水管部门、群管组织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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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宣传动员，充分利用秋浇工作会议、

新闻媒体和印发宣传单等多种形式，

把秋浇的目的意义、水资源分配情况、

管理措施向基层干部、广大农民讲清

讲透，宣传到位、落实到田，积极引

导广大灌户自觉配合做好秋浇工作，

自上而下对秋浇工作形成科学、统一

的认识。

3、严格执行调度计划，科学制

定配水方案。各旗县区、供水单位、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要按照全市秋浇

工作的总体安排，以乡镇、供水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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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统一计划、统一配水、集中用

水，逐日、逐渠安排落实调度计划，

在调度运行中要做到时间、水量、面

积同步进行，严格执行调度计划，及

时反馈调度信息。

4、强化安全运行管理。各级供、

用水单位，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切

实将责任落实到运行管护、调度值守、

应急处置等各个方面，确保安全生产

落实到位；对各级渠（沟）道及排水

泵站要提前进行全面检修维护，排除

安全隐患。

5、强化测流量水监测与水量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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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供用水双方，要严格执行测流量

水共测互监、量水成果当场签字认可

制度，保障用水准确计量，公开、公

平、公正，并采取到算账的方式，强

化水量预警，保障按计划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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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节水措施小知识
平地缩块。建议采用激光平地技

术，地块坡降控制在千分之一，高差

控制在±5 厘米；打挡水堰道，将地

块面积控制在 2亩以内为宜。

优化配水。集中大流量、高水位

用水，采取稍轮口、高低渠搭配等配

水方案，整渠连片秋浇，提高用水效

率。

滚耙保墒。秋翻后耙平再浇水，

对容易失墒地提前滚耙压实、覆膜等

措施保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