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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江区六甲灌区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 
 

一、 灌区单位基本概况 

六甲引水工程灌区位于金城江区六甲镇。六甲镇位于金城江

区西北部，东界六圩镇，西南与河池镇接壤，北邻拔贡镇、环江

毛南族自治县上南乡，镇政府驻地距城区 17 公里。项目区属六

甲引水工程灌区，六甲引水工程为金城江区最大的引水工程，总

干渠环绕山边走向，全长 33.5 公里，全部采用三面砌石，1974

年干渠建成，有附属工程 32座，其中渡槽 25座，长 1150米，

反虹管 7处，长 970米（有 4处反虹管通过龙江河底，共长 900

米），工程灌溉六甲镇全镇及六圩镇岜烈村灌片、坡唱村灌片、

岜仑村灌片、同进村灌片、足直村灌片，原设计灌溉面积 1.2万

亩（其中水田 1.09万亩，水浇地 0.11万亩），现实灌面积 8512

亩。受益行政村 12个，屯组 89个，灌区内人口 11700人，总耕

地面积 1.41 万亩。六甲引水工程由六甲电厂大坝取水设施从龙

江河取水，根据年平均来水量频率计算，P=75%时龙江河设计枯

水年径流量为 340273万 m³，取水设施取水流量可达 2m³/s，可供

水量能满足灌区农业用水量需求。 

二、节水工作情况 

（一）节水灌溉工程情况 

1、灌区灌排工程良性安全运行状况及配套完善情况。 

六甲引水工程总干渠原全部采用三面砌石结构，1974 年干

渠建成开始与运行。随着六甲引水工程的运行，原工程设施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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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工程灌溉效益日益衰减。1997年至 2014年在自治区的支

持下，总共对 10.73km干渠进行了防渗改造。 

项目区干渠以下渠系原有支斗渠共 28条 48.8公里，田间农

毛渠 114公里（基本为土渠）。通过 2013年实施的金城江区第三

批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金城江区农业综合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利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水利资金建设，2016 年实

施的小农水补助资金渠系防渗改造建设、广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末级渠系防渗改造建设，共实施了 152.5km的斗毛渠及

渠系建筑物的防渗改造，彻底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问题。 

目前灌区设计长度为 33.5km 的干渠，正常安全运行的为

28.5km，有 5km的干渠应涉及原灌片因不再灌溉已停止使用，故

干渠正常安全运行率为 100%；干渠以下斗支毛渠为 162.8km，已

防渗衬砌 152.5km，正常安全运行率 93.67%；渠系附属工程 32

座长度 2.12km，正常运行 2km，正常安全运行率 94.34%。正常安

全运行率加权平均为 94.61%。配套设施完善，斗渠均有闸门控

制，渡槽、反虹管能保障复杂地型的供水。 

2、灌区灌溉用水计量情况 

六甲引水工程干渠取水口有 1处，布置有遥测水位计 1个，

能精确计量，干渠取水计量率达 100%。灌区支斗渠口共 31 处，

已布置有遥测水位计 31个（其中 6个布置在干、支渠上，25个

布置在斗口），支斗渠计量率为 100%。针对灌区用水户田地较分

散，用水量无法细化分配到户的问题，采用控制小灌片的方式进



3 
 

行用水量控制（即按各支渠斗口控制 200～300 亩作为一个的灌

片进行计量），试点灌区共分为 25个灌片，每个灌片的用水户按

细化的水权统计用水量，以此达到控制用水总量的目的。 

3、亩均灌溉用水情况。 

灌区总取水量为 449万 m³，前三年平均实灌面积为 8512亩，

亩均灌溉用水量为 527m³，根据广西地方标准《农林牧渔业及农

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DB45/T804-2012）和《广西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规划设计导则》（ DB45T952-2013）确定。六甲灌区属桂西

区域，种植早、晚稻，灌溉保证率达 75%时，早稻用水定额为 600m³/

亩，晚稻为 825m³/亩，据近几年统计，六甲灌区早晚稻种植比例

分别为：早稻 54.5%，晚稻 45.5%。加权平均水稻用水定额为

702m³/亩，故亩均灌溉用水量 527m³<0.9×702=631.8m³。 

（二） 节水灌溉管理情况 

1、灌区规章制度落实情况。 

①六甲灌区制定了《六甲灌区灌溉管理制度》，明确灌溉计

量、水量分配、水量统计、水费收取管理办法（包括用水计量、

水费计收及水费使用的办法）、水利工程管护等，并按此制度逐

项落实执行。计量统计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 

②六甲灌区农业灌溉用水者协会，制定有水利工程投入制度。 

③灌区制定了年度用水计划方案，确定农业灌溉用水总量为

472万 m³，并按此指标分配给各用水分协会，再由协会分配给用

水户，各用水户根据种植作物及分配的水量合理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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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六甲灌区服务站落实岗位责任主体和管理人员工作职责，

做到责任落实到位，制度执行有力。 

⑤六甲灌区服务站制定了节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根据

根据节水有关制度，严格执行节水目标计划。建立和完善节水管

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明确岗位责任，将节水目标层层分解，

加强监督，强化节水目标管理。以建立的灌溉用水统计台账为基

础，重点核实年度实际用水和目标完成等情况，开展节水工作考

核评价。 

⑥六甲灌区两年内无浪费用水处罚现象。 

2、灌区计量统计落实情况。 

①灌区用水户田地较分散，用水量无法细化分配到户的问题，

采用控制小灌片的方式即按各支渠斗口控制 200～300 亩作为一

个的灌片进行计量，试点灌区共分为 25 个灌片，每个灌片的用

水户按细化的水权统计用水量，以此实现分户、分作物类型计量；

整个六甲灌区只有一个水源，灌区同时实现了分水源类型计量。 

②六甲灌区信息化中心配置有灌区水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闸门远程自控系统、灌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水情监测管理系统

能实时监测用水水量，通过灌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记录并统计台

账。 

3、节水技术措施应用与推广。 

六甲灌区主要种植水稻，所有水田均采用格田灌，灌溉模式

采用“薄浅湿晒”方式；灌区内拉岜沙糖桔灌片、拉烈沙糖桔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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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采用高效节水管道灌溉方式。灌区内甘蔗种植采用深耕松挖节

水措施。 

4、灌区管理维护落实情况。 

①六甲灌区成立了六甲灌区农业灌溉用水者协会，制定有协

会章程及“三合同”、“四制度”，其中水利工程投入制度是指协

会实行“一事一议”进行水利工程投入，协会会员大会讨论决定

每年冬春水利建设大会战中要完成两公里的混凝土渠道防渗任

务，具体投入由每年的水费征收结余部分作为水利投入，不足部

分由灌溉田地亩数分担筹集，筹集上来的资金仅作水利工程的钢

材、水泥等材料购买的投入，其他如：砂、石等需要，投入的投

工投劳按受益亩数统计后分担到每个会员户，同时将协会管护的

工程分段、分工到户，会员可以联合也可以单独进行承包工程的

管护。为保证每年水利工程的投入和发挥工程效益，在投工投劳

过程中，允许互相帮工或者是采用互助合作办法进行，也可以通

过私人协商方式以资代劳，以劳取资的办法完成。 

主干渠的维修养护为六甲灌区服务站负责，维修养护经费由

农业水费中提取。 

②六甲水管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水管所所长及

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岗位职责，制度上墙，形成用制度管理安全

生产的机制，通过制度规范引导全体员工的行为。做到安全生产

有章可循，同时要求采取措施确保制度的有效落实。建立灌区工

程安全巡视检查制度，对灌区工程进行定期巡视，对重点管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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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巡视时重点检查。 

③六甲水管单位建立维修养护中心，制定了维修养护质量保

证体系，明确质量目标，组建质量管理机构、人员岗位设置，技

术交底到位。 

④每年灌溉用水前，渠道主干渠及附属设施由六甲水管单位

负责清淤，末级渠系由六甲灌区农业灌溉用水者协会根据与用水

户签订的工程管护合同，由用水户负责按协会的计划清淤支、毛、

斗渠，保证灌溉用水渠道畅通。 

⑤六甲灌区信息化中心配置有灌区水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六甲水管单位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开展工情、水情、雨情、墒情管

理，远程控制闸门启闭。 

5、节水宣传落实情况。 

六甲水管单位编制了六甲灌区节水宣传材料并向灌区群众

进行了宣传。金城江区水利局组织宣传队伍到六甲灌区开展节水

宣传主题活动 2次，六甲水管单位开展水价改革相关培训 3次。 

金城江区水利局已在干渠各闸阀控制室、干渠边、沉砂池旁

等显著位置张贴各类节水宣传标语、标识等。 

（三）排水再利用、非常规水源利用情况 

六甲灌区水资源丰富，群众种植水稻基本不产生排水，灌区

无非常规水源。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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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的经验做法 

（一） 建立协会、落实管护主体 

节水灌溉必须在对水利工程管护好的基础上开展，运行管护

主体发挥作用差一直是建后管护的难点。金城江区按照“政府引

导、农民自愿、依法登记”原则，以公益性单位六甲水利管理所

为依托、农民用水户自愿参加的形式共同组建六甲灌区农民用水

者协会总会，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组建 11个农民用水者协会分会，

管理农田 8000多亩，涉及 3078户 9908人。在组织架构上，总

会理事会会长由公益性单位六甲灌区服务站的专职人员担任，副

会长和秘书长由村干部和信息员担任；分会理事会成员由所在村

的村干及村民代表担任，用水户协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3078户

用水户会员享有平等参与灌溉管理的权力和用水权力，最大程度

保障村民权益。在管理模式上，采用“水管单位+用水者协会”的

运行模式，将六甲灌区工程内 28条渠道、25座渡槽、82.3公里

渠道等小型水利工程权属颁给六甲灌区服务站，将水利工程的管

理权、使用权明确给用水者协会，工程养护经费全额纳入用水成

本，做到了产权主体明确、管护责任落实、民主参与管理。在具

体工作中，六甲灌区服务站负责对总会进行业务指导，及时发现

和纠正运行风险；总会对分会进行直接管理，分会组织用水户维

护管理灌排工程，调解农户之间、协调农户与水管单位之间的用

水矛盾，向用水户收取水费上缴供水管理单位，推广农业节水措

施等工作。在运行经费上，由于用水者协会无收费的职能，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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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利用六甲灌区服务站收费职能，以分类分级原则收取大渠道

和支渠道的水费，其中收取的 2/3费用作为主干渠的维护和管理

经费，1/3费用全部返还给用水者协会总会，由总会根据 8个分

会运行情况下拨经费，用于支渠道及配套设施维修和分协会运行

开支。2018年一季度协会运行以来，在引水量未增加的情况下，

水费实际征收率由原来最低时期的 70%提高到 90%，使灌区建设、

协会运行都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在监督管理上，综合运用行政

监督、业务指导和民主评议等方式，由镇村、六甲灌区服务站和

用水户（协会会员）三方对协会理事会履职情况进行监管，对用

水主体反映问题较多、未及时整改的协会，责令更换或重新选举

理事会班子成员。同时，每年召开一次农民用水者协会评议会，

评议结果直接作为协会年度考评依据。 

（二）确定水权、因地制宜创新水量管控机制 

六甲灌区属山丘区，土地分散，高低不平，灌溉排水体系不

像平原地区那么规整、清晰，准确计量到户、到田比较困难。金

城江区通过深入农户开展末级渠系管护现状、灌溉方式、灌溉水

量、用水成本、农民承受能力以及改革意愿等情况实地抽样调查，

结合农作物及水产养殖用水定额核定农业用水控制指标，确定六

甲项目区用水总量指标。但由于灌区用水户的田地较分散，用水

量无法细化分配到户，我区采用控制小灌片的方式进行用水量控

制，即按各支渠斗口控制 200～300亩作为一个的灌片进行计量，

试点灌区共分为 25个灌片，11个用水者分协会根据农户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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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分配水量到农户，以此达到控制用水总量的目的和收费水费。

水利部门为协会会员发放农业水权证书，明确每亩用水定额、用

水量以及水户对水量的使用权利和义务，农户根据《水权证》清

楚掌握自己的用水权限、用水定额，在农业生产中做到计划用水、

科学用水、节约用水。 

（三）精准测流，提高灌溉服务能力与水平 

水的计量管理是农业水价改革的首要环节和难点。六甲灌区

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科学确定符合六甲灌区特点的量水设施，

公开招标确定量水设备。现已建成信息中心 1处，完成通信机房

及办公信息化、计量自动化等设备配套建设，建立完善的水情监

测系统，水情检测站点达 32处；引进自动化控制放水设施 6处，

完善了信息化软件平台建设。这些骨干工程和末级渠系产权分界

点实行斗口计量供水，设置了 32 个供水计量设施，可以准确地

计量出农田灌溉用水量，自动监测 25个小灌片的用水量，11个

用水者分会主动向控制的灌片内村屯公示用水量。智能调度，提

高服务水平。对六甲镇、六圩镇等试点区域水资源管理系统进行

信息化改造，建成 5公里光纤、6处视频监视采集点，完成数据

库建设、Web信息管理系统模型开发，实现了工程日常管理视频

监控全覆盖、涵闸开启流量调度全自动。需要放水时，调度人员

只需在操作电脑远程操作，水就可以快速流进农田，灌溉水量足

够了，涵闸自动关闭，既提高了灌溉效率，又节约了水资源。 

四、节水灌溉工作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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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实行新机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系统工程，

是集建、管、用一体的综合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存在着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必须有一些地方政策做保障，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通过加强水利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创新工程建管模式等综

合措施，节水效果显著。 

（二） 推广高效节水灌溉，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按照发展节水农业的要求，我区坚持因地制宜、高起点、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益的原则，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模式，主要是

管灌、微喷、滴灌等，有效提高农田节水、增产效益，减少不合

理的农田灌排和施肥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减少农业种植对农村

水环境和农村饮水安全造成的危害，为确保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提供科技支撑，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社会效益，以及良

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五、今后节水灌溉工作打算 

由于农村劳动力因外出务工，留驻劳动力减少，农业劳动力

成本不断增长，因此降本增效对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出了新的要

求，为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强、

农民富、农村美，下一步灌区将工作重点放在大力发展高效节水

灌溉。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不仅仅是推广应用一种节水措施，

而是促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和促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特别是近年推广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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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一体化甚至水肥药一体化技术，不仅能节水、节肥、节药、

节地、节劳，促进规模化经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而且还提高

了产量和品质，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