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只生盐蓬草，不长庄稼苗”
的盐碱地，到麦浪荡漾、瓜果飘香的

“关中粮仓”，近年来，位于秦东大地
——陕西省渭南市渭北平原上的几
十万亩内涝盐碱地，在渭南市的治
理改造下，正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巨变。

防涝排碱成群众的“心头之忧”

据介绍，关于渭北土地盐碱化
治理的历史记载可追溯到秦汉时
期。长期以来，渭南地区以渭河为
中心，是盐碱、内涝问题交织出现的
集中区域，涉及渭南市的临渭、蒲
城、富平、大荔、高新、卤阳湖等地
区，当地人民为之奋斗了上千年也
未彻底解决，农田内涝排碱问题依
然是渭河两岸群众的“心头之忧”。

“渭北地区地势平坦，由北向南
总体成簸箕形状，地表水位浅，上世
纪兴修水利工程，常年灌溉导致地
表土层水份饱和，加上排水不畅，所
以一遇霖雨或大雨就容易形成内
涝。其次渭北地下水矿化严重，随
着积水上升地表，加重地表土壤盐
碱化程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长
庄稼的盐碱地。”渭南市临渭区农田
排水排碱工程管护中心退休老职工
王望龙说道。

王望龙告诉记者，由于地理气
候原因，陕西关中属于长年少雨的
半干旱地区，所以位于关中东部的
渭北地区虽有良田万顷，却因无水
滋养而收获浅薄，一遇大旱灾年，渭
北人民因饥荒而损失惨重的情况在
历史文献里多有记载。新中国成立
后，为彻底解决渭北农田灌溉问题，
陕西省兴修了可覆盖渭南市八十万
亩农田的交口抽渭灌溉工程。投入
使用后，渭北地区成为陕西省重要
的粮棉基地之一，被人们称为“白菜
心”富硕地带。

五大农田排涝工程解内涝之困

好景不长，随着灌溉时间的推
移，人们发现位于“白菜心”富硕地
带的农田，出现了土地次生盐碱化
问题，且一遇霖雨、大雨天气，就会
发生严重的内涝灾害。

为了解决内涝和土壤盐碱化问
题，新中国成立后，渭北内涝盐碱灾
害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自上
世纪六十年代起，在交口抽渭灌区、

洛惠渠灌区、卤泊滩、朝邑内滩、二
华加槽等区域，先后修建了五大农
田排涝工程（交口抽渭灌区排水工
程、洛惠渠灌区排水工程、卤泊滩排
水工程、朝邑内滩排水工程、二华干
沟五大排水工程）。1990年，五大
排水工程顺利竣工，有效缓解了渭
北盐碱内涝问题。

记者从渭南市水务局了解到，
上世纪90年代，依托灌区，全市共
建成五大排水系统，修建干、支、斗
分、毛沟等约3200公里。五大排水
工程有效地改善了当时农业生产条
件，抑制了土壤盐碱化发展，加之十
多年长期干旱少雨，让相关部门和
群众逐渐放松了防范心理。排水工
程缺少管护，年久失修，群众人为倾
倒垃圾、群众填埋毛沟和涝池种地，
造成大部分毛沟不能排水，支沟严
重堵塞，一些干沟淤积排水不畅，排
碱排涝系统基本瘫痪。 以至于
2021年秋季的一场强降雨，导致渭
北近200多万亩农田受灾、19万亩
农作物绝收，经济损失达到15亿
元，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年的粮食生
产，更是给近百万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带来威胁。

举全市之力
抓农田排水（碱）恢复保护

渭北内涝灾情发生后，渭南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相续
做出重要指示，带领水利、农业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冒雨深入现场查
看灾情，指导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帮
助涝区群众防灾抗灾工作。渭南市
人大经过多次调研后出台了《关于
加强全市农田排水（碱）工程恢复保
护工作的决定》，从立法角度保障工
作顺利推进。

群众利益大于一切，相关部门
迅速行动起来，调整规划、整合资
金，一场宏大的渭北内涝灾区农田
排水（碱）恢复保护战役全面打响。

“时隔三十多年，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政府这么大规模修复排碱渠，
往年只是清理一下总干渠和部分支
渠。”家住临渭区蔺店镇的李姓村民
告诉记者，他今年七十多岁了，参加
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民修排碱渠
大会战，知道排碱渠对当地农业生
产的重要性。

他回忆说，1974 年雨水比较

多，蔺店镇一些村的农
田里出现明水，数月不
退，到了十月份，小麦都
种不到地里。自从排碱
渠修成后的多年中，农
田里再没出现过明水内
涝，村上的年轻人也渐
渐忽视了排碱沟的作
用。要不是2021年的那
场霖雨，地里出现明水，
庄稼都泡到水里，这些
人还认识不到排碱渠的
重要性。

“一年打基础，两年
见成效，三年大变样”。
据统计，自渭南市农田
排水（碱）恢复保护工作
开展以来，累计完成投
资 9.86 亿元，先后清淤
干支沟道 1059.7 公里，
改造各类建筑物406座，
恢复排水泵站6座，总清
淤总量500余万方，基本
打通了各县市间的堵
点、难点和盲点，成功经
受了多场强降雨冲击。

制定长远规划
确保粮食安全

“ 开 展 农 田 排 水
（碱）恢复保护，是一项
打基础、利长远的工
作，也是造福子孙后代
的大事。我们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突出工程
建设与长效保护，努力为渭南黄河
中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
范区建设，保障渭北粮食主产区安
全生产提供坚强有力支撑。”在农田
排水（碱）恢复保护工作专题会议
上，渭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进一
步明确了渭南市委、市政府的决心。

“这两年的排水（碱）恢复保护
工作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渭南市临
渭区农田排水排碱工程管护中心职
工王龙告诉记者。自2021年内涝
发生后，渭南市分别整合中小河流
治理、水毁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方面资金。同时争取中省支
持，整体推进项目实施，为5年内彻
底解决农田内涝问题、10年内全面
建立工程管护体系目标实现提供了

有力保障。
探索建立“抬田造地、挖塘汇

水、水系连通”的工程模式，着力打
造“柔性治水、绿美同步、乔灌结合、
分步推进”的绿色生态农田林网。
通过这两年的努力，渭北排水（碱）
网络工程全线恢复贯通，有力地解
决了渭北低洼易涝区的渍涝和减轻
土地盐碱灾害问题，确保渭北粮食
安全生产。

渭南市水务局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渭南市将加快建立排水排碱
工程的运行管护体系，即“管理主体
明确、管护标准具体、考核奖惩到
位、工程效益长久”。从管护中出效
益、出成效，不断提高当地粮食产
量，助推高效农业发展，努力为渭北
人民群众打造出一个绿色、生态，宜
居宜业和美的幸福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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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涝排碱解民忧
守护良田富秦东

——陕西省渭南市农田排水（碱）恢复保护工作侧记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陈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