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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滴水发挥应有价值让每一滴水发挥应有价值
——宁夏全面推进用水权改革见闻

本报记者 单 瑞 文/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方面粮食连年丰
收，另一方面水资源约束趋紧，如何加快推进高
效节水农业？记者了解到，我区各地推广节水
灌溉技术、优化种植结构、创新水资源管理制
度，走出了一条水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
业可持续发展路径。

“自从有了‘水管家’，之前的大水漫灌转变
为了喷灌、滴灌，采用水溶性肥料通过管道浇水
时顺便就施肥了。去年，我不光省了不少水费，
合作社还奖励了我 1000多元。”近日，吴忠市利通
区高闸镇高闸村村民赵杰在采访时，看着自家长
得近 3米高的玉米笑着对记者说。

2021年，利通区按照自治区水利厅“总量控
制、定额分配、灵活调度”的原则，采取水务局牵
头、成员单位配合、第三方机构调查的方式，将

“十四五”5.02亿立方米用水权指标中的农业和工
业指标精准确权到 105个行政村的 203个有效计
量单元、290家工业企业和 135家规模化养殖场。

利通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整合
原有的农村基层水利服务阵地、队伍、设备、信
息等资源，以乡镇为单位组建了农业灌溉服务
专业合作社 11个，实行乡镇行政管理、部门业务
指导、合作社社会化运作的模式。其中，高闸镇
注销原村级农民用水者协会 8个，成立民鑫农业
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对全镇涉水事务统一管
理，灌溉矛盾明显下降，水费收缴率大幅提高，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率提升，实现“农户、市场、政
府”三方受益，村民们亲切地将灌溉合作社称为

“水管家”。
用水权改革的“红利”不仅让利通区的百姓

尝到了“甜头”，平罗县的百姓也成为用水权改革
的受益人。

自推进用水权改革以来，平罗县坚定不移
推动“四水四定”原则走深走实，着力完善用水
权监测体系，成立 18 个村级灌溉专业合作分
社，有效管控灌溉面积达 9.2万亩，用水户 7515
户。其中，姚伏镇邀福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就
是其中之一。

“以前都是大水漫灌，到了灌溉期，有个
别人私自开闸取水，用完又没人关闸，纵水入
沟、淹滩漫路的现象经常发生。现在安装的
测控一体化闸门，只需一个人就能精准计量
和开关闸门，不仅让所有村民能够及时灌水，
还大大降低了水资源的浪费。”姚伏镇高荣村
村民代占红作为管水员亲眼看着提闸放水由
手动变自动，水不再“乱跑”，他由衷地高兴。

姚伏镇用水权改革只是平罗县的一个缩
影。为增强用水权改革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
调性，平罗县根据区域实际探索用水权改革措
施，以节水增效、集约高效为目标，及时调整灌
区农业产业结构，跟进节水灌溉措施，优化种植
结构，转变用水方式，探索节水奖惩机制，切实
推进水资源利用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高效转变。

2021年，自治区下达平罗县农业用水计划
指标 7.0746 亿立方米，全年农业实际用水量
6.636亿立方米，节约用水量 4386万立方米，实
现年度农业用水不超用黄河水指标。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需“以水而
定、量水而行”。因此，要合理配置
和高效利用黄河水资源。近年来，
自治区大力实施工业节水增效行
动，工业用水效率明显提升。

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园区的国
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水务公司（水
务管理中心）主要负责着宁煤公司
所有涉水单位水资源、供水、排放、
污水处理等业务。

“过去我们生产、生活都用
黄河水。 2021 年我们使用 1135
万立方米黄河水，而今年 1 月至 5
月，仅使用 350 万立方米，较去年
同期降低 29.05%。”国家能源集
团宁夏煤业水务公司总经理王震
介绍，该公司今年成立后，全面
开展系统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强
化工艺过程管控、严格执行设备
标准化检修等，目前，在矿井水
处理使用上，预处理矿井水用于
井下消防洒水、降尘、灭火等，深
度处理矿井水用于绿化及井下采
掘生产等水质要求高的生产环
节，真正做到了优水优用、劣质
劣用、水尽其用。

坚持制度先行，以制度为用水
权改革提供扎实后备力量。“我们
制定宁煤公司水资源管理办法，建
立水资源刚性约束、使用协调及节
水管理奖励机制，大力推动企业自
主节水。进一步明确各煤矿及化
工单位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严格管
理和考核，确保公司用水指标全面
受控。”王震表示，下一步，公司将
争取做到生产上不用黄河水，生活
上使用黄河水，通过采用定额管
理，每人每天用水量控制在 300升，
进一步自我加压节约，使黄河水的
使用量再下降。

在节水上下“硬功夫”的不只
宁夏煤业公司。

近日，记者走进宁夏天地奔牛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热处理分厂，看
到近十名工作人员在各自工作岗
位上有序作业。

天地奔牛作为 2021年度自治
区级节水型企业，通过建立资源利
用高效化、物质消耗减量化的生产
体系，加强节水基础管理，强化员
工节水意识，积极推进用水权改革
工作，确保公司在同行业用水权改
革工作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我们 2019年修复完成 3台玻
璃钢冷却塔，提高了冷却水重复利
用率。目前，公司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达到 90%以上，冷却水循环率
达到 97%以上。在工艺上，公司每
年对节水设备、设施进行大修，对
高耗水设备进行更新并对深井泵
进行改造，这样下来每年还能节约
1500 吨水。”当谈到公司节水举措
和取水量变化时，天地奔牛后勤中
心副主任邓立军介绍，去年 12月，
公司已顺利换取取水许可证，取水
量由以前的 154万立方米变为现在
的 65万立方米。

“占用多余的水指标不仅要缴
水资源税还要交用水权有偿使用
费，通过实施多项节水举措，65万立
方米已能满足日常生产的需求，做
到不囤积珍贵水资源。”邓立军说。

自治区用水权改革专班一位
工作人员称，目前，全区已征缴工
业 企 业 有 偿 使 用 费
1.27亿元，在部分县区
收缴用水权有偿使用
费过程中，工业用水户
的用水权意识由过去
的“多占多用”逐步向

“产水适配”转变。

水权交易在用好水资源存
量、提升节水激励、解决水资源
供需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有效支撑改革任务落实
落细，各地结合区域实际，相继
出台用水权交易及收益分配办
法等 44项配套制度，专项配套实
施方案 50余项，将有偿使用费征
收使用、节水奖补等制度化，引
导和鼓励开展多种形式交易。

8 月 4 日，贺兰县宁夏立水
源智能节水科技有限公司和自
治区原种场达成取水指标转让
意向，经协商，将贺兰县宁夏
立水源智能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的黄河水指标 90 万立方米以
一次性交易总价款 9 万元有偿
转让给自治区原种场用于农业
灌溉。本次交易是贺兰县 2022
年农业灌溉开展的第二笔用水
权交易。

“前期渠道修复整治上加强
了渠道管理，调整了产业结构，
减少了纵水入沟淹滩漫路现象，
后续我们会加大各方面节约用
水的宣传力度，真正实现精准用
水、节约用水、高效灌水的理
念。”宁夏立水源智能节水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香玲表示。

此次水权交易，进一步优化
了贺兰县水资源配置，提升了农
业灌溉用水利用效率和效益，有
效促进了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提高用水户主动节水的意识和
积极性，实现水资源管理持续、
科学、有序发展。

作为用水权改革重点县，近
年来，贺兰县在“合同节水+市场
化交易”模式下，通过引入第三
方企业、成立节水灌溉服务公
司、打造水权交易二级市场平
台，推动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盘活
水资源，释放节水红利，促进群
众深度节水，进而在农业领域实
现年节水量 3000万立方米左右。

占地 1900亩的泰和新材宁
东产业园始建于 2017年，主要生
产氨纶和芳纶，目前项目一期、
二期已建成投产，产能 8.5万吨；
三期项目今年开建，2025年项目
全部投产。然而今年初，该公司
新项目就遇到了用水难题。

“今年我们新上项目有近 50
万立方米的用水缺口，就在我
们到处找水的时候，宁东管委
会自然资源局主动联系我们，
在他们的牵线搭桥下，我们顺
利和宁夏金维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合同，将该公司闲置的
48.75万立方米黄河水指标以短

期交易方式转让给了我们。”说
起此次水权交易，宁夏宁东泰
和新材有限公司生产设备部副
主任杨文杰说。

“此次用水权交易是宁东
管委会辖区点对点的首次交
易，不仅解决了工业企业用水
指标问题，保障工业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也实现了水资源利
用效益最大化，对积极稳妥推
进用水权交易起到了重要作
用。”宁东管委会自然资源局工
作人员刘永亮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21
年 7月，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局与自治区水利厅联合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用水权市场交
易规则》，优化交易流程，升级改
造交易平台，全面实现电子化交
易，有效解决用水权交易市场不
规范、信息不透明等突出问题。
截至目前，全区共完成用水权交
易 95 笔，交易水量 5931 万立方
米，金额 3.21亿元。

贺兰县、青铜峡市、原州区、
西吉县和盐池县通过一级市场
交易黄河水 4235万立方米，交易
金额 3.16亿元；石嘴山市完成全
国工业地下水公共交易平台电
子化交易第一单，交易地下水
17.6 万立方米，交易金额 73 万
元；青铜峡市 1宗用水权交易 43
家企业出价 204次争相购买用水
权，溢价 304.8 万元；红寺堡区、
贺兰县、利通区、青铜峡市、大武
口区、彭阳县构建二级市场交易
平台，交易黄河水 1677 万立方
米，交易金额 413 万元……这一
组组数据，充分印证宁夏用水权
市场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自
治区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区将因地制宜、因情施
策，统筹协调各部门持续优化交
易流程，各地加强用水权收储工
作，解决好水资源惜售、交易主
体不活跃等问题，让水资源在用
水户间有序流通起来。

“攻”节水难点、“蹚”交易新
路、“建”管水机制……在全面推
进用水权改革过程中，宁夏各地
探索出了一条节水优先、量水发
展的新路子。今后，宁夏将接续
用水权改革推进强势劲头，凝心
聚力、锐意进取，紧盯自治区“四
权改革”重点任务和用水权改革
工作要点，全面深化用水权改
革，努力在改革中实现“节水增
效”，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水利
支撑。

在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热处理分厂在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热处理分厂，，工作人工作人
员有序作业员有序作业。。

平 罗 县 姚 伏 镇 高 荣 村 提 闸 放 水 由 手 动 变 自 动平 罗 县 姚 伏 镇 高 荣 村 提 闸 放 水 由 手 动 变 自 动 ，，让 水让 水
不不再再““乱跑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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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用水权、土地权、排污

权、山林权“四权改革”是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

2021 年，宁夏在坚持“四水四

定”原则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用

水权改革，以“节水增效”为核

心，不断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一年来，我区用水

权改革进度怎样、成效如何？

近日，记者深入平罗县、贺兰

县、利通区、宁东基地等地进行

采访，了解全区各地勇于创新，

积极探索，让每一滴水发挥应

有价值的丰富实践。

在
吴
忠
市
利
通
区
高
闸
镇
高
闸
村

在
吴
忠
市
利
通
区
高
闸
镇
高
闸
村
，，
村
民
赵
杰
在
地
里
查
看

村
民
赵
杰
在
地
里
查
看

玉
米
长
势

玉
米
长
势
。。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水务公司（水务管理中心）内的矿井尾水调节罐。

在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媒体记者采访了解该公司发展和水权交易相关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