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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陵城区赵庄灌区基本情况

陵城区位于中国鲁西北平原，隶属中国德州市，居中

国 德 州 市 西 北 部， 地 处 东 经 116 ° 21’116 ° 57’， 北 纬

37° 13’~37° 37’之间，属海河流域。南靠平原县，北接

宁津县，东邻乐陵市、临邑县，西与德城区相连，104 国道纵

贯全境。辖 10 镇、1 乡、2 个街道办事处和 2 个经济开发区，

2018 年末全区总人口 59.31 万人，总面积 1213km2。

项目区位于陵城区于集乡和边临镇，项目区包括于集片

区和边临片区。项目区涉及于集乡 19 个村，边临镇 25 个村。

项目区总面积 66494 亩，总灌溉面积 40000 亩，其中于集片

区灌溉面积 20000 亩，边临片区灌溉面积 20000 亩。

项目区范围包括：于集片区：主要集中在于集乡南部及

北部，南起田庄村，北至孙国庄村，东起程屯村，西至孟庄村；

边临片区：主要集中在边临镇东部，南邻乡镇界，东至马颊河，

北到马颊河故道，西临王陈干沟。

2 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2.1 项目区存在的问题

2.1.1 灌溉工程

项目区内现有灌溉水源为马颊河及其支流，通过泵站从

河道向现有渠道内输水，村民自行使用水泵从渠道内抽水后

接小白龙，采用漫灌的方式进行灌溉。

经多年运行，提水泵站破损严重，一部分已丧失功能，

其余均存在提水效率低，能耗高，输水损失大等问题。灌溉

渠道均为土渠，灌溉水利用率很低，且渠道之间连接不通畅，

已无法形成完整的灌溉体系。总之，现状灌溉设施无法满足

整个项目区正常灌溉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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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排水工程

项目区内现有多条排水干沟、支沟，空间分布上基本能

形成完整排水体系。现状淤积较严重、坍塌堵塞现象普遍存在，

桥涵等配套设施缺失、排水沟汛期排水不畅，导致项目区内

涝严重，造成粮食减产。

2.1.3 田间道路工程

本项目区现有田间道路主要为土路，建设标准普遍较低，

路面坑洼不平，宽窄不一，雨天泥泞，车辆和大型农用机械

通行困难，严重影响农民群众生产生活。

2.1.4 桥涵工程

项目区内交通设施严重缺失，对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造成极大的不便。现有涵洞堵塞、破坏严重，几乎都丧失功能，

造成灌溉渠道和排水沟被截断，无法正常灌溉，排水沟排水

不畅。

2.1.5 防护林网工程

项目区现有防护林为农户自发栽植的树木，分布不规则，

数量较少，数目大小不一，整齐度差，防护功能不高。

2.2 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位居农村众多基础设施之首，直接服务于“三

农”，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项目区均为粮食种植区，种植区为于集乡和边临镇。目

前项目区农田水利工程存在灌溉制度不合理、灌溉设备老化

等问题，需要加大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加快解决“最后

1 公里”问题的同时，及时转变思路、创新模式，通过集中资

金、连续投入、连片建设、整体推进，尽快实现 “四个转变”，

即由分散投入向集中投入转变、由面上建设向重点建设转变、

由单项突破向整体推进转变、由重建轻管向建管并重转变。

迅速提升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平和管护水平，推动基础设

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切实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2.2.1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迫切

需要

陵城区作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解决好粮食增产问

题始终是全区的头等大事，也是对全省、全国粮食安全做出

的最大贡献。要实现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千亿斤粮食生产能

力建设规划目标，关键靠水利。切实增强对水利农业命脉的

战略认识，把农田水利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决定因

素，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筑牢事关粮食安全的水利基础。

近几年来，由于投入不足，河道排灌体系不完善，防洪

排涝功能退化；灌区末级渠系配套差，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灌区效益难以充分发挥；水源工程不足，水资源供需矛盾突

出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制约着粮棉综合生产能力和名优特产

品生产能力的稳定提高。

2.2.2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

农民收入的需要

通过实施项目，各级财政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同时通过

集中资金规模治理，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了一家

一户想干但无力干成的事，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时，项目

建设还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一部分返乡的农民工参与项目

建设，实现了就地就业。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可以大大减轻

农民负担，而且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产出率和

增加农民收入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2.2.3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农村经济高效发展的

需要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要进行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项目区内粮食种植区，支撑了当地的经济，通过建设高标准

农田项目可以大大降低灌溉成本，减少农户负担。在项目区

通过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使粮食能保持较高

的生产水平。一方面可以解决作物生产效益低的问题，另一

方面可以解决项目区农民增收的问题，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村水利的工

作对象、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面临着深刻的变革，

灌溉方式的转变、水源供给方式的改变、高效设施农业的发

展将成为今后农村水利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可有力地促进和支持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产

量和质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向“高产、优质、

高效”的方向发展。

2.2.4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

农村区域生态环境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项目区工农业的发展，粮食种植区对地下

水需求量日益增加，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一直维持在较高水

平，导致了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地下水位下降使漏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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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因此必须加强对项目区地下水保护和治理，采取

各种措施，严格划定地下水开采区、限采区和禁采区，严格

执行地下水压采计划，加强回灌补源，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

平衡。

项目的实施，通过改善项目区农业灌溉设施，发挥水价

的调节作用，促进农业节水事业的发展。通过搞好项目区田

间节水工程建设，推广管道输水，以及对渠系建筑物及量水

设施全面配套，能实现节水增效的目的，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

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的水资源和水环境条件，促进了农村加

快发展。

实现农业产业化，在确保项目区作物有效生产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不断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要求

水利部门加强对项目区农村水利工程设施和水利服务体系建

设，从而达到全面整治农村水环境，适应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民集中居住、共享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求。

2.2.5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水资源高效利用和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随着降水量和黄河水资源量明显减少，地下水过度开发

使项目区对水资源利用倍加珍惜，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无疑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通过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不但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本项目粮食种植区水资源利用浪费严重，水源利

用系数较低，不合理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量下降以及水质

污染，都对项目区的农业灌溉产生极大的影响，不利于项目

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能提高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优化水资源配置，全面提高水资源的安全保障和应急能力，

对于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减少超采有限的地下水资源、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具有巨大的作用。此外，本项目起点高，

规模大，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十分显著，对促进陵城区

水利发展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3 工程建设的可行性
3.1 有良好的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和技术基础

多年来，在陵城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主管业务部门的领

导支持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全

区已发展多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以及示范、带动作用。在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在实践中造就了

一大批从事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灌溉研究的技术人员，形

成了一套能建设会管理的班子，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为该

项目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一定的经济基础

由于黄河水可靠程度低，地下水位的下降，原有灌溉工

程基础设施薄弱，灌溉水利用率低，近几年干旱缺水的教训，

使项目区群众的节水意识普遍增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的建

设，灌溉保证率的提高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使农民看到了农

业灌溉节水的出路，兴建节水灌溉工程的积极性高，要求迫切，

该项目实施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4 陵城区赵庄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方案
4.1 水源工程

本项目区地下水较为丰富，为防止地下水超采，不建议

采用地下水作为农田灌溉水源。马颊河来水量大，水质较好，

自西南向东北穿过项目区中心，马颊河支流遍布项目区，新

建小型水源工程可实现农田灌溉要求。因此，最终选择马颊

河及其支流作为灌溉水源。

4.2 灌溉工程

本项目共涉及 2 个项目区，分别为于集片区和边临片

区。对于集片区 20000 亩农田采取管道输水灌溉，以行政

村农田为单位，结合地形条件和水利设施规划布置，新建

小型泵站 72 座，本次规划将主管道分为 2~4 段，干管拟

采取直径为 DN200mm、DN160 和 DN125 三种规格，共计

58.904km。支管管径采用 DN125，共计 98.356km，干支管共

计 157.260km。田间固定管道长度为 7.86m/ 亩。沿管道的相

应位置布置手动球阀、泄水阀、排气阀，并建设阀门井。支

管间距为 100~150m，给水栓间距为 50~100m，共设置给水栓

2450 个，给水栓单口控制面积为 8.2 亩。

对边临片区 20000 亩农田采取管道输水灌溉，以行政村

农田为单位，结合地形条件和水利设施规划布置，新建小型

泵站 66 座，新建扬水站 1 座，本次规划将主管道分为 2~4 段，

干管拟采取直径为 DN250、DN200mm，DN160，DN125 四种

规格，支管管径采用 DN125，共计 184.924km。田间固定管

道长度为 9.25m/ 亩。沿管道的相应位置布置手动球阀、泄水阀、

排气阀，并建设阀门井。支管间距为 100~150m，给水栓间

距为 50~100m，共设置给水栓 3085 个，给水栓单口控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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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 6.8 亩。

4.3 排水工程

为满足项目区排涝要求，在项目区内能形成完整排水体

系，对现有 15 条较重要排水沟进行疏浚，其中于集乡 11 条，

边临镇 4 条，分别遍布于集片区，贯穿边临片区的北部和西部，

疏浚排水沟 22.253km，其中于集片区疏浚排水沟 11.841km，

边临片区疏浚排水沟 10.412km。

4.4 田间道路工程

参照《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T51224-2017），

田间道路设计等级为干路。

本项目区现有田间道路主要为土路，建设标准普遍较低。

本次工程设计改建道路 12 条，其中于集乡 7 条，边临镇 5 条，

全部为混凝土机耕路，共 8058m，分别位于于集乡的孙国庄、

唐屯、孟庄村、石泗淮村、温庄村和孙家屯，边临镇的闫庄

村和东华庄村；并建设田间防护林网 3812 株。

改建田间机耕路，机耕路与乡村公路相连接，适宜联合

收割机、大型拖拉机等农用机械通行。路面采用水泥混凝土

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刚度和足够的强度，

其表面满足平整、抗滑和排水的要求。水泥混凝土路面宽度

为 3~4m，路肩 1.5m，路面厚 0.18m，全长 8058m。

机耕路排水设施包括边沟、涵洞等。边沟的宽度和深度

大于 0.4m。路基要采取防护措施，防治路基病害，保证路基

稳定。

4.5 农田输配电工程

本工程输配电工程主要为满足泵站供电，包括高压线路、

低压线路和变压器。新增变压器就近引入附近高压线，将变

压器设置在泵站旁，以减少低压线路长度和降低线路损耗。

变配电设置采用杆上变台，变压器外壳距地面建筑物的

净距离不小于 0.8m，无遮拦导电部分距地面应不小于 3.5m，

变压器的绝缘子最低瓷裙距地面高度小于 2.5m 时，应设置固

定围栏，其高度宜大于 1.5m。

4.6 农田防护林网工程

项目区内林网分布不规则，大小不一，整齐度差，防护

作用弱，基于项目区林网现状，本次工程有必要建设林网工

程。根据当地种植习惯及建设部门要求，规划项目区主要种

植速生杨，南北向道路一路两行树，东西向道路，路南植树，

树株距为 3.0m，共植树 3812 株，其中于集片区种植 2830 棵，

边临片区种植 982。造林当年成活率 95% 以上，长期保存率

90% 以上。

5 结语

项目建设完成运行后，项目区农田灌溉条件将有很大改

善，农田质量、农业生产管理水平也将随之提高，种植结构

更加优化、合理，灌溉周期缩短，浇水及时，肥料的利用率

提高，促使作物增产。同时节水、节能、节地、省工的效果

明显。

项目实施后，基本完成主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改造，

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灌排工程体系，实现“旱能灌、涝能排”。

本次整合资金项目区大部分为中低产田，因此项目实施后亩

产量大幅增加，实现了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明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增强的效果，可大

大提高农田的产出能力，增产增收，节约水资源，起到增产

增收、节水、节能、节地、省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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