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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常市龙凤山镇，龙凤山灌区卫国渠首重
建工程在今年灌区通水前全部建成。在春灌之
际，渠首提闸放水，水流沿着纵横交织的灌渠源源
不断流向广袤农田。

龙凤山灌区灌溉站负责人介绍，2021 年，龙
凤山灌区被列入国家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
改造项目，总投资达到 2.8亿元。重建卫国渠首是
该项目涵盖的重点工程之一，此外还有更新营城
子泵站设备、改造干渠 7 条、新建重建建筑物 55
座、建设堤顶路 8 条及灌区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等工程。

水利兴，农业兴。
灌区在我省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特别是大中型灌区，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
民增收的基础保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支撑，
是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设施。

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完善灌溉输配水工程，建设“大动脉”，疏通

“毛细血管”，为保障粮食安全打下坚实水利基础。
省水利厅农水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灌区

建设以“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为根本遵循，加快构建系统
完备、科学合理、现代高效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截至目前，我省拥有大型灌区 33 处，设计灌溉面
积 1589 万 亩 ，中 型 灌 区 291 处 ，设 计 灌 溉 面 积

1182万亩。
在灌区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我省同步实施大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改造工程，进一步改善我省
灌区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灌区用水效率和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1998 年以来，我省先后有龙凤山灌区、倭肯
河灌区、江东灌区、悦来灌区、引汤灌区等 19处大
型灌区列入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
划，总设计灌溉面积 668 万亩。通过实施节水改
造，提高了灌溉保证能力，完善了灌溉排水设施，
增强了抗旱防灾能力，改善灌溉面积 292.48万亩，
增加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十四五”期间，我省有五常龙凤山、宁安响水
等 6处大型灌区列入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工程实施范围，进一步夯实灌区工程基
础，全面提升灌区综合生产能力。

省水利厅农水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续建配套
与改造工程实施后，将有效解决灌溉骨干工程病
险和渠道严重渗漏等突出问题，推动灌区管理体
制改革，有效改善灌区工程设施和运行管理状况，
提升农业灌溉用水效率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
进农民增产增收，确保国家粮食生产安全。

此外，我省还开展了引汤灌区、香磨山灌区等
8 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储备工
作，并列入我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8处储
备项目可研报告均已编制完成。

浇灌江河水 种出丰收粮

龙江水利为保障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吴玉玺

又到一年收获季。九
月的黑龙江，千里沃野满金
黄，稻谷丰仓粮飘香。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
命脉在水利。黑土地一派
喜人的丰收景象，也是全省
水利建设创新发展的大写
真。近年来，黑龙江省水利
厅持续推动侵蚀沟治理、大
中型灌区建设以及水利配
套改造工程建设，为我省连
续取得粮食丰产丰收保驾
护航。

在齐齐哈尔市拜泉县，一处耕地周边的侵蚀
沟被一张铁丝网和石笼谷坊牢牢固定，侵蚀扩张的
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耕地里作物长势喜人。

拜泉县地处小兴安岭余脉与松嫩平原过渡地
带，地势起伏，属于东北黑土漫岗区。特殊的地理
位置以及常年的风雨侵蚀，让这片土地形成了一条
条侵蚀沟。

多年来，拜泉县侵蚀沟治理遵循分区施策、分
类治理原则，结合山水林田村系统，开展农田侵蚀
退化治理、侵蚀沟道综合治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林草生态修复提升、老旧梯田提质增效、乡村振兴
基础保障治理“六大工程”。据统计，拜泉县累计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1803.17 平方公里，治理侵蚀沟
1.99万条。

拜泉县水土流失治理取得的成绩是我省开展
侵蚀沟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

省水利厅水保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谋划高标
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农田防护林建设一体化
提升，共绘黑土耕地保护“一张图”。

经过多年实施侵蚀沟治理工程，我省立足打
基础、管长远，探索总结治理经验，科学制定技术规
范，不断创新治理模式。

省水利厅积极依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省水利科学研
究院及各方面的专家团队，全面总结梳理我省黑土
区侵蚀沟治理经验，编制印发《黑龙江省侵蚀沟治
理植物措施技术指导手册》《侵蚀沟治理技术应用
指南》等技术文件，构建成熟适用的黑龙江省黑土
区侵蚀沟治理技术体系。

此外，省水利厅还指导各地坚持生态治沟、绿
色治沟，因地制宜、因沟施策，科学配置工程措施与
植物措施，避免出现治理不到位或过度治理等问
题。在工程措施上，因地制宜，科学确定工程治理
模式；在植物选择上，适地选树，优先选用本地树种
草种，提高林草成活率。通过工程和植物措施相结
合的措施体系，控制沟头溯源侵蚀、沟底下切、沟岸
扩张，达到减少局部水土流失效果。

在实施侵蚀沟治理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实
践新的治理模式，不断提高治理成效，进一步丰富

完善了我省侵
蚀 沟 治 理 模
式：

拜泉县在继承“三道防线”“十子登科”等传统
治理模式的同时，创新建立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有
机结合、互为支撑的侵蚀沟治理“新拜泉模式”。其
中“工程+植物+农艺三大措施推动侵蚀沟治理”模
式，被水利部评选为 2022年基层治水十大经验之
一，“连续式柳编跌水侵蚀沟治理技术”在东北地区
示范推广。

鹤岗市利用煤矸石资源丰富的特点，采取煤
矸石石笼谷坊和煤矸石石笼跌水，在保证工程质量
的同时降低了成本。

望奎县在实践中总结出侵蚀沟“五子治沟法”
和“五化治沟法”等措施。

2022 年 6 月，我省签发省总河湖长 6 号令，并
印发《黑龙江省侵蚀沟治理专项行动方案》，构建起

“省统筹、市协调、县区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全面
开展侵蚀沟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到 2025年侵蚀沟
治理达到 2.53万条。

省河湖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以
省总河湖长 6号令为抓手，强化目标责任，积极构
建省市县三级“领导挂帅、责任落实、专班推进”的
工作格局。

省级层面，省水利厅高度重视，坚持把侵蚀沟
治理工作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研究制定专项行
动方案和工作推进机制。成立工作专班，负责侵蚀
沟治理工作的调度、推进和指导。组建由省水利科
学研究院权威专家组成的包片督导组，实现全覆
盖、全链条督导检查和技术服务。

市、县层面，各相关市、县、区成立以市县党委
或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推
进组，建立了市县两级工作专班，制定印发本地专
项行动方案，将侵蚀沟治理推进工作责任细化到每
个环节、实化到每个人，合力推进侵蚀沟治理。

为了保证侵蚀沟治理工作成效，我省将侵蚀
沟治理等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对年度市（地）目标考
核、市（地）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考核和年度水土保持
目标责任，并督促各地对督查和考核发现的问题进
行整改，有效保证年度前期工作、建设进度、资金支
付、竣工验收等各项任务完成。

2023年，我省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内 100米以
上的 1174条侵蚀沟全部纳入年度治理任务。省水
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联合制定印发《加快
推进 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农田防
护林建设一体化提升的实施方案》，实施省、市、县三
级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协作配合，统筹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内侵蚀
沟治理、农田防护林建设。

省水利厅水保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
将出台近期侵蚀沟治理方
案，进一步明确细化今后一
个时期侵蚀沟治理目标、治
理任务、治理重点、治理范
围等内容，构建全省侵蚀沟
空间分布和治理“一张图”，
根据侵蚀沟发生发展规模
以及对耕地、村庄、道路等
生产要素或重要基础设施
的影响程度，对台账内侵蚀
沟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制定
治理计划，全力实现保护
黑土耕地资源，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侵蚀沟治理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

如今，一座座水库、一条条水渠、一片片灌区织密龙江水网，农业用水
畅流广袤田野。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积极谋划 2023年~2025年灌区工程建
设布局，计划实施 30处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项目，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200
万亩。今年，我省将推进 17处大中型灌区改造，同时着力打造一批标准较
高、管理过硬的示范灌区，作为典型示范向全省推广，逐步建立起制度健
全、管护规范的灌区运行管护保障机制。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抢抓机遇，持续推进大型灌
区续建配套改造工程建设，配套完善灌排工程体系，夯实灌排基础设施，为
我省粮食生产安全提供坚强水利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实
的水安全保障。

引嫩工程渠首进水闸。刘巍摄

铁力市小微水体改造后的铁甲河。 省水利厅提供

宁安响水灌区。李刚摄

关门嘴子水库大坝浇筑。
李刚摄

→齐齐哈尔市拜泉县侵蚀沟
治理出成果。 省水利厅提供

引汤灌区总干渠引汤灌区总干渠。。郝建民郝建民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