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灌区+多田套合”的深化探索——以武义县为例

u 武义县三面环山，丘陵密布，地形复杂。

u 由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以及“水旱集中”的气候特点，武义

县源口水库、清溪口水库灌区两处中型灌区农田灌溉保证率仅为75%。

u 武义县集中连片的灌溉面积主要位于源口水库灌区、清溪口水库灌区和柳城

－桃溪片区，其余灌溉面积多零星分布于山谷溪沟两侧，以泵站提水或堰坝

引水方式进行灌溉，规模化、集约化效益不显。

u 武义县共有耕地23.67万亩，现状有效灌溉耕地面积仅为21.27万亩，耕地灌

溉率不足90%。

u 武义县高标准农田与永久基本农田套合率仅为76%，不利于耕地保护和农用

地高效利用。

u 农业在武义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第一产业生存

发展关系共同富裕大局。

需求驱动：灌溉保障+多田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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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武义县农用地布局调整，为后续开展“多田套合”奠定水利基础，武义

县提前谋划，在编制灌溉发展规划之初，便与自规、农业部门密切沟通，根据“千

亩方”、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方案，以及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

准农田的耦合关系，提出了“延二建一”方案，其中“延二”为延续源口水库灌区、

清溪口水库灌区现有渠系灌溉范围，“建一”为新建桃柳水库灌区。

u 源口水库灌区：通过灌区渠系连通改造，将原上四堡小型灌区渠系接入源口水

库灌区南干渠，实现水资源统一调配和统一管理，扩大灌溉范围，服务土地

“千亩方”整治。目前，该灌区正在建设过程中。

u 清溪口水库灌区：通过以管代渠改造，打破武义江地形阻隔，实现跨江灌溉。

目前，方案已通过县政府批复。

u 桃柳灌区：利用山区水库水头高特点，通过新建自流有压管道灌区为区域农用

地布局优化提供硬件基础。

u 根据灌区+中型灌区数量由2处增加至3处，大中型灌溉面积覆盖率从45%提高

至73%，耕地面积保障率从87%提高至96%，高标准农田与灌溉面积套盒率从

由42%增加至60%。

建设方案：灌区+多田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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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溪-柳城片区灌溉面积零散，多分布于山谷溪流两侧，坡度集中在5°-25°之间，

区域内有旱改水指标0.13万亩，耕地垦造指标0.11万亩，复垦指标0.18万亩，如能

将15°以下农用地转化为灌溉面积进而认定为耕地，可化零为整，实现耕地面积从碎

片化向集中连片转变，为开展“多田套合”拓宽空间，为县域内部统筹建设用地指

标奠定水利基础。

u 按照“集中连片、能连则连”的原则，以青岭、内庵、南源、大院后、东垄等

多处水库为水源，以各水源衔接山谷间灌溉面积为主要依据开展管道布局。

u 开展水资源论证分析，根据规划灌溉规模及粮食安全要求，分片计算并核准灌

溉可用水量，防止后续农用地空间布局调整后“无水可用”。

u 利用有压自流管道优势，节能灌溉现状面积；同时根据未来土地综合整治区域

范围及高程，在新增灌溉面积区域预留水头及阀门，待自规、农业部门开展土

地整治或高标建设同时，同步衔接田间管道，快速从“源头”到“田头”的灌

溉。

u 灌区建成后，可新增建设用地指标0.42万亩；灌溉面积由3.60万亩增加至5.27

万亩，覆盖耕地由3.60万亩增加至4.29万亩，覆盖高标准农田由4.08万亩增加

至4.69万亩，农用地布局进一步优化。

桃柳灌区“灌区+土地”方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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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土地布局优化

03

01

02

灌溉面积从27.9万亩提高至30.1
万亩。

高标准农田灌溉面积从18.5万亩增加到24.2
万亩，高标与永农套合率从66%增加至80%。

耕地灌溉面积从21.1万亩提高至24.5万
亩，全县最多可增加耕地指标3.4万亩。

通过实施“多田套合”农用地布局优化，形成“金字塔形”的农用地空间格局，既能产生规模化种植效应、又能通过“数据合一、布局合一、
资金合一、管制合一”，集中政策和资金优势，切实落实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责任，推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外的各类农用地高效利用、释放更大的
农业发展空间。“

通过现代化灌区新建改造，扩大灌区收益范围，增加了耕地指标，为耕地面积集中连片奠定了水利基础。未来一段时间，“多田套合”将是浙
江省涉“田”规划的顶层设计，武义县根据“多田布局”，提前开展骨干灌溉体系规划设计，不但可以有效迎合了政府需求，也有助于区分粮食种
植和经济作物种植区域，协同保障粮食安全与高附加值特色农产品种植，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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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灌区+生态文旅”的深化探索——以南浔区为例

u 湖州市是“两山理论”发源地，南浔区作为国内著名的典型江

南水乡，河流纵横、湖漾密布，一步一景皆是景，其水质状况

直接关系到湖州市生态文明建设。

u 南浔区拥有两大世界级文化名片，一是南浔古镇——中国首个

世界文化遗产的江南古镇，二是“桑基鱼塘”——联合国粮农

组织正式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南浔古镇和桑基

鱼塘由于景色优美，人文内涵丰富，已成为浙江省乃至长三角

地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u 南浔区粮食种植面积大，农业面源污染多，加之平原河网坡降

缓，水体循环不畅，导致河渠水生态恶化，难以是适配生态文

明需求。

u 南浔区河道断面，水闸、闸站等部分工程型式老旧，工程面貌

脱离乡村振兴、全域旅游需求。

需求驱动：灌溉保障+生态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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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形式创新：以菱湖灌区施家桥灌片渠首为例
菱和灌区为谋划的新建灌区，现已通过水利厅行业审查。其位于杭嘉湖平原，其内河道坡降较缓，圩外水源与圩内河渠难以实现主动的水体交换，

在汛期难以实现有效排涝。在枯水期，灌区面对圩内外水位同步降低等情况，河渠正常输水功能难以保障，河渠配套建筑物，尤其是直接供给田间灌
溉的二级泵站提水困难。因此，尚未建成具有水位调节功能的部分灌片，必须考虑新建渠首，用以提高灌区整体灌排保障能力。

在提高灌排保障能力的同时，为同步增加工程在生态、景观方面的综合效益，本次渠首以“统筹兼顾，集约建设，美观实用”为原则开展工程设
计：渠首由水闸、排涝泵站、灌溉泵站三部分组成，排涝泵站与灌溉泵站采用对称布置，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如需排涝，则关闭圩区所有水闸，开启
排涝泵站，实现河渠向圩外水源排水；如需灌溉，则在关闭所有水闸侯，开启灌溉泵站丛水源向圩内河渠补水；在非灌溉期，如河渠水生态恶化或需
要水体净化，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启部分水闸，启动灌溉或排涝泵站，使圩内河渠与水源进行水体交换。若灌片内已完成土地综合整治或高标准农田
建设，亦可在灌溉泵站后可直接配套管道，实现管道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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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景观融合：与幸福河湖协同治理
菱和灌区在前期谋划过程，便注重其文旅功能的发挥。
一是彰显“生态理念”，生态河渠改造中，充分开展方案比选，选择投资可控，景观功能强，与现有工程相协调的“生态砌块”改造方案，便

结合市政、文旅等工程，配套亲水绿道、景观节点工程。
二是突出“重点建设”，与幸福河湖有机衔接，合理布置渠首位置，在满足灌溉需求的基础上，为后庄漾、丁家漾国际垂钓中心、荻港古村研

学基地等文旅目的地提供活水，净化水生态，抬高枯水期河湖水位，恢复河流生态功能；对于景区、城镇聚集区内部工程重点建设，融和现有工程
基础，形成“1+1＞2”的建设效果，全面提升灌溉能力的同时，助力全域旅游。

三是强调“分区发展”，菱和灌区现已完成水资源论证，明确了灌区灌溉用水和养殖用水，在全面保障灌溉的同时，不挤压“桑基鱼塘”生存
空间，通过统筹“遗产保护-工程建设-粮食安全”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挖深水文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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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塘河灌区所在的嘉兴市海宁市，地处“长三角一

体化”核心区域，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任。上

塘河灌区主要从京杭大运河运河水系提水以补充灌区用

水，几经改造，最终形成“两源四首六排”灌排骨干工

程体系。

依托海宁市上塘河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2021—2022年），灌区建成了灌区实训中心和灌溉

试验站。目前，灌区实训中心已多次承担省内灌区运管、

工程实操、水价改革等多项培训活动；也逐渐成为周边

中小学节水、农业种植的重要科普场所。上塘河灌区在

确保灌溉效益正常发挥的基础上，向外输出了培训、科

普等非多元功能，收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海宁上塘河灌区：灌区+科普  

4.“灌区+”理念在改造灌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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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灌区+”理念在改造灌区的应用

湖州市安吉县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赋石灌区便位

于安吉县腹地，其不但是区域商品粮基地和国家农业开发项

目区，也是国家灌区水效领跑者。

在灌区现代化改造过程中，赋石水库灌区便注重便民功

能的发挥，在渠首牛黄坝工程方案中考虑了亲水需求，其鱼

鳞坝在夏季已成为周边居民休憩打卡的重要目的地。在总干

渠建设过程中，同步配套了健身绿道，现在已成为远近闻名

的健身场所。

湖州赋石水库灌区/金华安地灌区
                 灌区+便民  
安地灌区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和金东区，是省级节水型灌区。

2023年，安地灌区北列为水利部数字孪生灌区试点。灌区毗邻

主城区，周边人口稠密，农业生产需求旺盛。在建设过程中，

安地灌区着重考虑多元功能发挥：

一是在工程建设中增加居民便民设施：例如国湖2号渡槽

上部修建了廊桥，渡槽输水断面上铺设了钢化玻璃，两侧配套

了长椅，便于城乡居民夏日乘凉，游玩休息，赏水亲水。

二是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着重考虑便民需求：例如在模型搭

建上着重谋划用水管控和智能调度应用场景，初步实现灌区用

水智能预报、精准调度、精细管理，根据墒情监测实现主动放

水，助力农民“一次都不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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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理念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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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灌区+”理念落地

浙江省水利厅：全力推进灌区前期工作  
u 根据《浙江省灌溉发展规划》和工作实际，浙江省拟

在“十五五”结束前完成103处大中型灌区的新建、改

造工程。

u 在灌溉发展规划编制过程中，浙江省水利厅多次宣贯

“灌区+”理念，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

在可研阶段融合“灌区+”方案。

u 为进一步加快项目前期工作，浙江省水利厅印发了

《关于印发新一轮大中型灌区项目前期工作推进计划

的通知》，要求103处灌区在2025年3月份前全部完成

批复。

u 为保证前期工作质量，提高行业审查效率，浙江省水

利厅印发了《大中型灌区项目前期报告行业审查规定

（试行）》，落实“2823”工作要求，优化内部工作

程序，对报告前期工作进行挂图作战。

u 截至目前，103个灌区已有15个灌区完成批复，51个

灌区完成行业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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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灌区+”建设后半篇文章

化概念为实际，做好“灌区+”后半篇文章

“灌区+”虽已有初步成果，其概念也已在多个灌区建设方案中加以应用，但其距离转变为实际工程，满足水利高质量

发展还有较大差距。如何开展灌区投融资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灌区建设，使“灌区建的起来”；如何利用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开展灌区建设，使“灌区+”概念高标准落地；如何开展灌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使灌区监管服务适应“灌区+”

设计理念，快速响应政府、社会、企业等多元需求，都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深化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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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化延拓“灌区+”内涵

深化延拓“灌区+”内涵，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随着水利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水利+”“灌区+”将不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其内涵将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不断延拓。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高，现代化灌区必须跳出灌区谋灌区，丰富灌区工程类型与服务对象，

探索“灌区+养殖”“灌区+健身”“灌区+商业”等全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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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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