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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吉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今日8版

近年来，长岭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牢牢抓住国家开展县域节水型
社会达标建设的重要历史机遇，围绕县委

“112355”发展思路，把节约用水作为解决全
县水安全问题的重要举措，强化水资源刚性
约束，全面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2022年，长岭县被评
为全国第五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高位统筹，压实全域节水工作责任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长岭县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水利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节水
工作格局。编制完成《长岭县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实施方案》，将总体目标任务及年
度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成员单位，明确任务
清单，控制完成进度，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全方
位推进。

强化政策引领。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相继制定《长岭县水
资源综合规划》《长岭县节水行动实施方案》
等制度文件，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大
力推广节水器具、节水技术，全面完成用水总
量、万元GDP用水量降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降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等水资
源管理控制指标，在全市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中成绩为良好。

强化载体建设。把节水载体建设作为达
标创建工作有力抓手，按照“示范先行、以点
带面”思路，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节水型企业
建设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快节水型公共机构
单位建设的通知》《关于开展创建节水型小区
活动的通知》，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节水型
单位创建活动。全县共建成节水型企业8个、
节水型公共机构20个、节水型小区7个，覆盖
率分别达到66.7%、59%、24.1%，典型示范效应
逐步显现。

强化宣传教育。每年利用 3 月 22 日“世
界水日”“中国水周”专题宣传为契机，通过宣
传车、悬挂条幅、宣传单及宣传手册等形式，
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公民节约用水行
为规范》、普及节水知识，推动节约用水进机
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切实增
强公众节水意识，全面增强节水实践技能，
引导群众变“要我节水”为“我要节水”，形成
全社会处处抓节水、人人都节水的良好氛
围。

有序建设，推动农业节水提质增效
增强井控面积。2019 年以来，全县共实

施高标准农田和黑土地建设项目 130.75 万
亩，新打水源井 7459 眼，全县井控面积达到
328.19万亩，为改变农业灌溉方式、有效提升

农业水资源利用率奠定基础。
完善水利工程。2019 年以来，通过争取

中央资金、省级资金和国债资金等方式，申请
资金2.6亿元，实施水利工程项目12个，全面
加强水毁段护坡、农道桥等建设，进一步清淤
疏浚，提升农田灌溉效率。

改变灌溉模式。2019年以来实施高效节
水项目62.92万亩，其中滴灌工程面积5.61万
亩，喷灌面积57.31万亩。特别是今年推广滴
灌水肥一体化技术55 万亩，在地面以下3 厘
米左右浅埋滴灌管，采取底肥+冲施肥方式，
在玉米生长的全过程按需、分次、定向供给水
肥，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

强化举措，促进工业节水提标扩面
突出水资源论证。严格落实水利部《建

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18个新建项目
全部开展水资源论证，严格限制新上高耗水
项目。严格按照《吉林省行业用水定额》要
求，全面核定城镇公共供水用水单位和其他
大户取水量，根据用水定额严格用水计划核
定，推动重点取用水户规范化管理，保证地下
水采用科学、合理、有序。

突出水资源管理。修订完善重点取用水
户监管名录，对38个用水量较大的取水单位，
每年下达年度计划用水指标。强化水资源有
偿使用，坚持“依表计量、以量征费”，21户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均按照要求安装在线计量设
施，定期足额征收水资源费。加大水资源执
法监察力度，严厉打击窃水、恶
意拖欠和拒缴水资源费、私自
取水等违法行为。

突出节水技术落实。全面
落实节水“三同时”管理制度，

所有新（改、扩）建设项目的用水节水设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
用，从源头上强化水资源管理。加大节水器
具推广力度，鼓励引导企业实施节水技术改
造，全面提高水循环利用率，实现工业经济和
生态经济“双赢”。

综合施策，推动城镇节水降损提效
加强供水管网改造。以降低城镇供水管

网漏损率为重点，2019年以来投资300万元，
新建供水管网7.3公里，供水系统的可靠性、
稳定性、安全性不断增强。

加强城区用水管理。出台《关于长岭县
自来水价格调整及有关事宜的通知》《关于对
长岭县城区非居民用水户实行超定额累进加
价制度的通知》，对管网外纳入取水许可管理
的非居民取水户及纳入公共管网供水的非居
民用水户均实施了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
制度，促进居民节约用水。

加强再生水利用。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扩
建和升级改造，扩建后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规
模达到每天3万吨。全部用于湿地补水。为
解决长岭县水资源短缺问题，长岭瀚潍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与长岭县市政工程管理处签订
了中水供水合同，日最高用水量为每天1250
吨，全面提升地下水重复利用率。

长岭县将保护水资源、节约水资源，持续
巩固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创建成果，再创
节水护水工作新篇章。

坚持节水优先方针 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长岭县委书记 刘英武

县域名片
长岭县位于我省西部、松原市西南

部。全县水资源总量 33745 万立方米。
其中，地下水资源量 29771 万立方米；地
表水资源量3974立方米。地下水可开采
量 21608 万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534 立方米。按世界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2000 立方米标准，长岭县属于严重缺水
地区。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金秋十月，走
进乾安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片区，金黄色的
稻田一望无垠，4500亩的水稻成熟了，让这方
土地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10月11日，经专家组测算，亩产突破588
公斤！该项目迎来了第二年的水稻大丰收。
很难想象，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白茫
茫的盐碱地。如今现代化高效农业生产区内
水田规整化一、成框连片，机耕路和水渠纵横
交错，农田生态系统显著提升。

据了解，乾安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由中铁
十四局投资建设，总规模约500公顷，该地块
土壤属于重度苏打盐碱地，pH值在9.3-10.3，
土壤含盐量5.3-19.3g/kg，是最难攻克的盐碱
地类型。该项目自 2022 年 11 月联合相关科
研团队开始对盐碱地进行整治。经过系统化
改良，土壤含盐量降到了1.1g/kg、pH值降到
了 8.1、有 机 质 含 量 从 不 足 10g/kg 提 升 至
20.3g/kg。该项目种植的耐盐碱性水稻松辽5
号已于2023年10月实现了首次达产目标，亩
产达565.9公斤，不仅将原来“不毛之地”变为
沃野良田，更为地方新增耕地4500亩，项目技
术团队实现当年施工、当年改良、当年种植、
当年达产的重大突破。

今年以来，项目团队“通过优化土壤改良
方案，提前进行稻茬清理、土壤改良、田块旋
耕和耙地打浆等工序，预留充足时间进行排
盐洗碱，增加排盐洗碱次数，平均洗田次数

相较于 2023 年增加 1-2 次，田块内 pH 值和
含盐量较去年同期进一步下降。

中铁十四局集团乾安农业分公司总经理
李家亮对记者说：“由于改良效果提高，稻苗

返青时间缩短了7天。同时，我们加大了水稻
种植管护，避开恶劣天气插秧，单株水稻分
蘖株数明显增多，水稻灌浆期及时喷施叶
面肥，水稻灌浆情况良好，瘪谷率明显下

降。”
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身着中国铁建制

服的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采用
机械化作业的方式收割水稻。收割机往返作
业，收稻、脱粒、粉碎秸秆整个过程流畅自如，
金黄色的谷粒从收割机出粮口倾泻而下，田
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现在靠着高科技，
不仅把重度苏达盐碱地含盐量降下去了，还
控制住了没有反弹，真正整治活了，稻穗还比
去年的长，谷粒还多，真是难以置信。”水字镇
丽字村村民王成指着收获的稻谷，脸上洋溢
着微笑。

由中科院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在田间地
头查看水稻田分布和走向，了解水稻品种、种
植培育等情况。对种植的东稻122水稻遴选
田块取样，通过现场收割、称重、测量等，测算
出平均亩产达到588公斤。

乾安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过程中，
采用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三
良一体化”盐碱地高效治理与综合利用模式，
于 2023 年 4 月开始实施，改良完成后土壤各
项指标达到项目预期要求，项目区水稻达产
400公斤/亩以上，试验地块最高产量达到550
公斤/亩以上。2024 年在第一年改良地块的
基础上进一步试验研究改良剂、侧深施肥、微
生物菌剂等以优化创新提升水稻产量，达到
预期目标。

平均亩产突破588公斤

乾安盐碱地成为“米粮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