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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i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rea in Xinjiang increases from 11.76 × 104 hm² in 1999 to 135.56 × 
104 hm² in 2012 and is largest in the nation. Under the high starting point,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
ity standards, the efficient demonstration base for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elect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reasonable water-saving technology in Xinjiang and sets an example 
for a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ignificant demonstration has directly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the sur-
rounding area. However, due to the extensive irrigation habit, management lag, the imperfect technical 
training,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and so on, the efficient demonstration base for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Xinjiang did not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s and func-
tions of the demonstration base of drip irrigation in Xinjiang, and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onstration base and the current operation problems. Analysis based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about 
the incomplete organization setup of the drip irrigation demonstration base and the unclear function dis-
tribution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about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effi-
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make 
it be along the forefront of science, we think that the current irrigation demonstration base should be 
refined management agencies, strengthen the job function and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the base man-
agement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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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从1999年的11.76 × 104 hm²，发展到2012年的135.56 × 104 hm²，位居全国前列。高

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建设在高起点、高效益、高质量等高标准要求下，为新疆区域合理选择最适宜节水技术提

供了科学依据，为大面积推广应用节水灌溉技术树立了榜样，同时其示范效益的显著性直接带动了周围地区节

水灌溉发展。但由于粗放灌溉传统习惯，管理滞后，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缘故，新疆节水示范基

地综合功能效益并未体现。本文简述了新疆滴灌示范基地内涵和作用，基地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基地运行存在

问题，分析基于当前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设置不完善、职能分布不明确现状，提出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基地

管理运行模式的标准化建设思路构想，认为当前滴灌示范基地应当细化管理机构部门，强化各机构工作职能并

设立基地管理岗位制度，保证滴灌示范基地沿着科学的前沿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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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节水灌溉技术是解决当前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提高农田灌溉水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建设高效节

水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农田灌溉面积 306.67 × 104 hm2，万亩以上灌区 447 处，其中

大型灌区 40 处，但大多灌区始建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受技术、经济等条件，灌区运行管理存在诸多问题[1]。
我国于 1993 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文件提出建设农业试验示范基地是促进我国农

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型农业向集约经营型农业转变的重要支撑平台[2]。建设高标准节水

灌溉示范区需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必须是节水灌溉项目；其二必须达到高起点、高效益、高质量等高标准要求；

其三必须真正起到示范样板作用。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的建设为当地合理选择最适宜的节水技术提供了科学

依据，为大面积推广应用节水灌溉技术树立了榜样，示范效益的显著性直接带动了周围地区节水灌溉发展。新

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从 1999 年的 11.76 × 104 hm2，发展到 2012 年的 135.56 × 104 hm2，位居全国前列[3]。当前，

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在棉花(如石河子下野地膜下滴灌棉花示范基地)、水稻(如石河子市 600 亩膜下滴灌

水稻示范基地)、洋葱(如新疆焉耆县 500 亩滴灌洋葱示范基地)、辣椒(如新疆巩留县滴灌辣椒示范田)、葡萄(如
石河子莫索湾膜下滴灌葡萄示范基地)等作物上均有建设。实践发现，示范基地建设意义不但使得农业灌溉技术

科技含量上增加，而且充分发挥了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为实现流域与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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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提供科学、合理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由于粗放灌溉传统习惯，管理滞后，节水措施、设备、工程科

技含量不高，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缘故，新疆节水示范基地综合功能效益并未体现，而基地管理

运行模式、健全的管理制度与完善的机构体系是滴灌示范基地朝科学前沿发展的保障。本文分析了新疆高效节

水滴灌示范基地内涵与作用，以及示范基地发展历程、建设条件，并针对基于当前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设置不完

善、职能分布不明确现状，提出滴灌示范基地标准建设化管理运行模式思路，完善岗位制度，保证节水示范基

地沿着科学的前沿有效运行。 

2.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的内涵和作用 

我国学者对滴灌示范基地理论研究不多，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概念。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采用借鉴和创

新相结合方式来建设，由各地方水利部门、科研教学单位、涉农企业等单位联合建立，为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农

业科技集成运用与示范、节水技术不断优化、培养节水事业人才、推广节水技术提供了科技活动平台，是特色经

济作物向大田粮食作物和果树类发展重要前期基础。以新疆石河子膜下滴灌旱地水稻示范基地建设为例，该基地

经过兵团人多年对水稻和滴灌技术的摸索，终于在滴灌旱地水稻试验田上取得突破，创造出水稻的“一干一湿”

栽培方法，与传统水稻亩耗水量相比可节水 1750 m3左右，平均亩产量达到 728.9 公斤，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建设紧密结合“产、学、研”关系，是集科技创新、产业带动、示范推广、对外交流、

培育人才等综合功能效益于一体化的高标准示范基地。 

2.2.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基地的现状 

新疆属于极度缺水地区，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势在必行。新疆建设兵团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积极探索高

效节水滴灌技术，先后经历从大水漫灌到沟畦灌，从喷微灌到膜下滴灌几个节水重大改革阶段，试验田和示范

农场作为早期功能较单一的滴灌示范基地为滴灌技术的改进提供了重要试验平台。以石河子垦区棉花试验田为

例，自 1996 年~1998 年连续三年，兵团针对膜下滴灌技术进行试验研究，得出在次生盐渍地上，膜下滴灌技术

可以使棉花增产约 20%，节水约 50%的结论。2007 年，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新疆和兵团工作时，肯定了兵团发展

节水灌溉实践的成功，并提出了要大力推广建设节水灌溉示范基地，随后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建立高效节水示范基地的重要性。兵团自治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于 2008
年，兵团出台《新疆兵团建设全国节水灌溉示范基地实施意见》和《新疆兵团建设全国节水灌溉示范基地管理

办法》，文件提出，自 2008 年起每年建设 100 万亩高新节水灌溉面积，到 2010 年突破 1000 万亩；2012 年，

兵团党委联合兵团再次出台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意见》，着重强调发展推广节水灌溉工程重要性。在新

时期新形势下，国家与政府出台相应政策，进一步促进新疆节水滴灌示范基地的快速发展。当前，由科研院所、

高校、政府、农业企业其中一单位或多个单位合资在全疆各地区已经建立多个农业示范区和 20 多个示范团场基

地，其中以水稻、辣椒、洋葱作物为代表，石河子市建成 600 亩膜下滴灌旱作水稻示范基地，巩留县与企业合

作建成滴灌辣椒示范田，新疆焉耆县建成 500 亩滴灌洋葱示范基地。但是，据有关学者调研发现，随着示范区

工程不断发展建设，诸多管理问题逐渐显现。在示范工程建设前期，容易疏忽节水灌溉工程勘测设计质量管理

工作；二是工程建设管理过程，缺乏责任制度，致使建设质量工程达不到设计要求；三是示范工程后期运行管

理模式和服务体系不健全，机构设置权责关系不明确。 

2.3.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基地管理运行模式现状及存在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在内涵、结构和功能等方面逐步完善，但是基地在发展中

面临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下提出了滴灌示范基地管理运行中主要有五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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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存在 
新疆高效滴灌示范基地在建设初期，消耗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表面上看，诸多示范基地建设轰轰

烈烈，设定了促进节水事业发展的伟大目标，但示范基地运行后期中，监管与后期维护力度不够，导致了示范

基地节水设备折旧率高，科研工作人员态度不严谨，使得示范基地科研试验结果误差过大，且在建设后期，由

于管理是一个弹性、长期性工作，效果并没工程建设等政绩工程显著，故有关部门领导不够重视，忽略示范基

地建设管理制度的健全工作，导致了后期运行管理不规范、人员经费无保障、维护不到位现象依然严重存在；

部分工程没有建立严格管理制度，不按设计要求进行灌溉，以致将管理问题带来的损失误认为是由建设质量问

题造成的。 

2.3.2. 示范工程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不足 
由于示范基地功能综合性质，示范性工程对于建设规模要求、建设周期要求远大于研究性试验田。当前，

资金来源主要是当地政府和科研单位，加上示范基地本身缺乏宣传手段和力度，难以筹得大量资金，直接导致

了技术革新落后、人才待遇偏低，限制了示范基地发展[4]。 

2.3.3. 示范工程管理机构分工不明确、协调性差 
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集科技创新、产业带动、示范推广、对外交流、培育人才等功能于一体，但基

地管理机构设置体系不完善，分工不明确限制了示范基地综合功能作用。当示范基地出现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时，

当前基地未设置明确机构来协调好技术单位(如科研单位、高校)、管理部门(如当地政府、建设部门)与投资单位

(如当地节水企业)间关系，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 

2.3.4. 示范基地开放程度与推广程度不够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滴灌示范基地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如何使当地农户快速接受农业灌溉新技术是

当前示范工程基地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国外学者从农户视角对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Schultz 
(1975)研究农户对农业技术选择影响因素主要是该技术使用后对作物产量的增加及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带来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Feder (1980)研究发现农户受教育水平程度高低和农户选择农业技术应用呈正相关性[5]。由此可

知，只有让农户群众看到诸如增产、增收、省地、省工等直观效益后，农户才能欣然接受节水灌溉技术。但大

田试验本身存在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等特点，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效益；此外，由于示范基地管理人员本身缺

乏推广意识、推广积极性不高，仅仅为迎合好上级领导参观，将示范基地表面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未取得实

质性进展。以膜下滴灌技术推广来为例，由于团场制度体系不完善等缘故，最初推广该技术时，农户难以相信

膜下滴灌技术能取代大田漫灌传统种植模式，许多团场致富带头人不带头搞膜下滴灌，而采取给水管人员送礼

贿赂等方式来解决用水问题。 

2.3.5. 示范基地的综合效益发挥甚少 
基于新疆滴灌示范基地运行近几年现状分析，示范基地发展大多依靠国家和政府投入，而运行制度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政府投入财富的效益。当前，示范基地运行仍存在上述问题，致使示范基地运行体系效率不

够，难以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带动、示范推广、对外交流、培育人才的综合功能。 

3.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基地管理运行模式的标准化建设思路构想 

3.1. 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机构设置 

根据国家水利部 2007 年 6 月颁布的《农田水利示范园区建设标准》，滴灌示范工程其建设内容必须包括灌

排、排水工程体系与非工程体系建设，水土保持、水生态综合治理，农田水利科学管理等内容。故一个高效滴

灌示范基地的管理机构，其设置原则应当根据任务与目标原则、专业分工和协调原则、有效管理原则、执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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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分设的原则来设置。而机构设置意义主要在于一是明确滴灌示范基地功能，二是提升新疆滴灌示范基

地转化能力。目前，对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设置尚无统一，但健全的管理运行机制是示范基地有效发挥的前提，

基于此，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设置可由管理委员会同一协调管理，委员会中设有示范区主任、副主任、试验管理

员等岗位，下设办公室、工程组、技术组、推广示范组、专家顾问处、设备管理组、后勤服务组、学术交流中

心处等机构。如图 1 所示。 

3.2. 滴灌示范基地管理与运行机制 

在新疆滴灌示范基地发展过程中，部分基地运行机制不灵活，分工不明确，甚至有的基地封闭运作，技术、

人才、信息方面缺乏交流，导致资源极大的浪费。为改变滴灌示范基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强化滴灌示范

基地各机构、各岗位职责，明确滴灌示范基地管理机构职责与任务。 

3.2.1. 明确示范基地岗位制度 
示范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是一个统筹兼顾的岗位，从事该岗位的人员学历必须达到本科以上，在示范基地

建设过程中需要严格执行上级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参与工程整个建设过程与重大事项决策与检查验收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一职主要协助主任管理示范基地建设其他事项、协调各部门间沟通交流，主要有示范区建设阶段

性汇报、组织人员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将设计与施工资料备案等工作；试验管理员一职主要负责示范区试验设

备、维护试验环境良好运行，需要做好试验器材使用、借用、损坏、检修、报废注销等登记工作，定期向委员

会副主任汇报工作，保障示范基地有效运行。 

3.2.2. 滴灌示范基地各机构职责与任务 
新疆滴灌示范基地在整个节水事业上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是难点问题进行集体攻关的主要场所，是农业现

代科技新技术转化为农产品的重要平台，肩负着滴灌技术迈向国际先进技术行列的任务。而传统机构设置已经

无法满足当代节水事业高标准要求，因此，对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进行调整是有必要的，可将滴灌示范基地机构 
 

 
Figure 1. The construct about the demonstration base of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running 
图 1. 示范基地运行标准化管理体系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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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增添机构设置，并且有些部门工作职责则应当增添或者强化。在示范基地管理委员会的指挥下，各机构

各司其职，发挥好示范基地综合功能效益。下将各机构职责任务简述如下： 
办公室机构设置目的主要在于协调各部门工作，发挥办事程序效率，督促各部门办事规范，不敷衍了事，

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基地建设情况；工程组负责科研项目在滴灌示范基地的落实工作，制定相关节水灌溉实施

细则，并参与农业高效节水工程建设全过程；技术组工作主要以引进和自主研究节水新技术为主，同时负责对

示范基地工作人员、周边农户进行培训工作；设备管理组主要承担滴灌示范区设备管理、设备使用、设备维护

工作；专家顾问处负责编写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负责主持示范工程有关技术方面的研讨会议；推广示范组

主要针对示范基地产生的新成果向周边地区推广宣传，搭建好示范基地宣传媒体平台；后勤服务组需建立针对

设备大功率用电等情况的安全保卫系统，维持示范区在安定环境下良好运行；学术交流中心处负责组织国内外

专家对滴灌新技术、新设备做学术报告，主持学术交流活动，保持基地运行前沿性。 

4. 结语 

节水示范基地是节水示范的窗口，是技术、管理、运行、经营的结合体，是推广节水技术的标兵，对区域

乃至全国的节水灌溉推广应用有重要作用。能够将政策文件、政府支持投入、技术发展导向引领好，运行管理

制度的完善、组织实施行之有效十分必要。将节水示范基地机构组织划分能够任务具体化，运行管理制度制度

化，能够更加进一步推进示范基地建设、规范化管理，在科研、示范、推广等发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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