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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粮 是 全 年 粮 食 生 产 的 大 头 。
今 年 以 来 ，旱 涝 并 发 、旱 涝 急 转 等 灾
害 特 征 对 秋 粮 生 产 带 来 不 小 影 响 。

抗 灾 能 力 高 ，正 是 高 标 准 农 田 的
“高标准 ”体现之一 。《全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明确的
八 方 面 建 管 要 求 中 ，就 包 括 灌 溉 与
排 水 ，“ 通 过 加 强 田 间 灌 排 设 施 建 设
和 推 进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等 ，增 加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提 高 灌 溉 保 证 率 、用 水 效

率 和 农 田 防 洪 排 涝 标 准 ，实 现 旱 涝
保收。”

旱 能 浇 、涝 能 排 、节 水 高 效 、抗
灾 能 力 强 的 高 标 准 农 田 ，在 保 障 粮
食 生 产 方 面 是 如 何 发 挥 作 用 的 ？

旱能浇、涝能排是稳产的保障，节水高效的灌
溉是高产的引擎。面对我国我国水资源短缺、时空
分布极不均匀的现实，如何用有限的水生产更多的
粮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明确，高标准农田建成后，要实现有效提高耕
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可提高
10%以上，亩均节水率10%以上。

2021年，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就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大中型灌区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协同推
进工作的通知》，推动各地统筹大中型灌区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优先把大中型灌区建成高标准农田，
形成从水源、骨干输配水渠道到田间末级渠系的灌
排工程体系。2022年，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五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工作的通知》，将四川都江堰灌区、内蒙古河套灌
区、宁夏青铜峡灌区等6处大中型灌区纳入整区域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直接推进了灌区从粗放的
大水漫灌向节水的精细滴灌转变。

以河套灌区为例，如今的河套灌区通过渠首和
1条总干渠自西向东引水，同时通过干渠、分干渠
和8万多条斗、农、毛渠，将水输送到田间后，再通
过近两万余条斗、农、毛沟，支沟、分干沟、干沟，汇
入总排干沟和乌梁素海，最后排入黄河，形成一套
完整的灌排体系。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使
用引黄滴灌比引黄漫灌每1万亩耕地年节约用水
250万立方米，比井灌减少开采地下水300万立方
米以上，且每亩增收600余元。据了解，内蒙古在
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有14种典型模式，其中引黄
澄清滴灌水肥一体化模式、浅埋滴灌高效节水模
式、“高标准农田+智能气象节水灌溉”模式等都有
效提高了水肥利用效率，实现节水增粮的效果。

据统计，河套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实现
耕种面积增加2%左右，亩均增产50多公斤，耕地
质量平均提高1个等级，增收10%以上；同时，亩均
节水20立方米，化肥和农药用量分别下降20%和
10%，节约成本50-80元。

（本版内容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者董文兰参考《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等整理）

高标准农田在排积水方面，展现出其
防灾减灾、保障生产的“高标准”能力。农
田里纵横交错的排灌沟渠与配套的引提水
泵站，成为排水“主力军”。

东北地区是我国秋季粮油主产区，今
年入汛以来，多轮强降雨造成局部地区农
田积水渍涝和农业设施损毁。

7月以来，辽宁省平均降水量381.1毫
米，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受多轮
强降雨影响，全省涝区农田积水面积达到
509.6万亩。但在新民市兴隆堡镇陈台村
种植大户王建的600多亩地里，水稻已经出
穗，长势良好，并未受到积水的影响。这都
要归功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王建表示，排
水“特别快”的高标准农田去年水稻亩产近
700公斤，玉米亩产900公斤左右，今年的
水稻亩产“现在就可以肯定妥了”。

在黑龙江逊克县一片大豆地里，大豆
株高已到腰部，进入到结荚期。相比多地
因持续降雨导致的农作物受灾，逊克县高
标准农田项目区内沟渠相通，排水通畅，积
水当天就能排得出，持续降雨并未给农作
物造成很大损失。

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
2030年）》明确要求，旱作区农田排水设计暴
雨重现期达到5-10年一遇，1-3天暴雨从作
物受淹起1-3天排至田面无积水；水稻区农田
排水设计暴雨重现期达到10年一遇，1-3天
暴雨3-5天排至作物耐淹水深。

水是最短缺的农业重要资源之一，也是
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
我国旱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
广、程度越来越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
威胁越来越大，旱情已成为影响粮食和农业
生产发展的常态。面对这些自然“烤”验，
高标准农田是如何让一块块“望天田”变成

“高产田”的？
甘肃 7814 万亩耕地中，旱地占 72%。

全省农业亩均水资源量为400立方米左右，
为全国的1/4。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位于有
着“西北粮仓”之称的河西走廊，是甘肃小
麦、玉米主要产区，也是全国产粮大区。近
年来，当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步配套
了塘坝蓄水池、水肥一体化管网、输配电设
施等，为解决河西走廊的干旱缺水问题打下
了基础。2019年以来，凉州区累计建设高标
准农田62.05万亩，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实现
了“良田粮用”。

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当地近两
年大力推广的配套技术，借助可控压力系统
或地形自然落差，使水肥相融后，通过管道
和滴头形成滴灌，均匀、定时、定量，浸润作
物根系发育生长区域。既能提高劳动效率，
又能节水节肥、抗旱保收。据凉州区农业农
村局统计，采用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后，示范基地小麦平均亩产550公斤，较常
规种植每亩增产10%左右，亩均节水超过
50%，节本增效20%左右。

在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小麦玉米宽
幅间作千亩示范片，集成应用了小麦浅埋滴
灌、玉米宽窄行、增施有机肥、良种示范、种
衣剂应用、统防统治、一喷三防等技术，实现
了节水、节肥、节本、节种、增产的效果，预计
亩均实现节水35%、增产20%，小麦每亩可
增产70公斤，玉米可亩增产250公斤，亩均
增收400-500元。

高标准农田
如何抗灾解“水”题、旱涝保丰收？

旱能浇 涝能排 节水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