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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是我市抓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加快建设生态旅游文化城市、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全市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是中卫设市后水利发展的

第一个五年规划，是 “十一五”期间全市水利各项工作发展与改革的宏伟蓝图与奋

斗目标，制定和实施第十一个水利五年规划（2006—2010），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六

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的治水方针，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

改善区域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水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快中卫市城市

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规划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1 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水利工作方针为指导，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中卫水利发展的实

际，以满足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的需求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出发点，

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

抗旱并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水污染的防治， 建立

以水权制度为基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为核心的水资源与水工程管理新体

制，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进一步创新和改革水利发展体制和机制，强化政府

对水利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全面节约、

有效保护，以有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城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2 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水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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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3、坚持水利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发挥水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和支撑作用。

4、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发展的原则，解决好全市水利发展中的

突出问题。

5、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的原则，通过不断地加快水利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

革及制度创新，增强水利发展的活力。

1.3 规划任务

在完成“十五”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的治水方针，紧密结合本市

实际和全市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对全市2006年至2010

年应实施的农村水利工程、城市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安全饮

水工程、防汛防洪治理工程及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优化配置、依法统一

管理等指标进行总体规划，制定工程建设的规模、形式，提出规划期内各项工程

建设的计划、筹资方案，并提出年度分期实施计划。

1.4 规划水平年

“十一五”规划以2004年为基准年，结合全市经济的发展与水利建设的实

际，对2006年—2010年的水利工程建设进行规划。

第二章 基本情况

2.1自然概况

2.1.1地理位置

中卫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部，东临宁夏吴忠市，南接固原市，西与甘

肃省景泰县接壤，北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相连。地处东经104°17′—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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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6°06′—37°50′之间。中卫市市区驻地城区文昌镇距银川市166公里、距吴

忠市143公里、距固原市241公里。

2.1.2自然条件

2.1.2.1地形、地貌

中卫市总的地势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倾斜，境内最高点为城区南部的

香山主峰香岩寺山，海拔 2362 米，最低点位于城区东部的黄河河谷，海拔

1194 米。全市地貌类型多样，自北向南由卫宁河套区、干旱草原区、黄土

丘陵区、沟壑区转变。全市土地总面积 156.9 万公顷，其中：中卫城区 47.07

万公顷、中宁县 40.84 万公顷、海原县 68.99 万公顷。

2.1.2.2 气象

中卫市属中温带干旱气候和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年较差和日较

差都大，冬季干冷时间长，夏季炎热时间短。最大冻土厚度 1.5m，年平均

气温 8.4℃，绝对最高气温 39.2℃，绝对最低气温-29.2℃。多年平均降水量

179.6-400mm，由南向北递减，降水少且分布很不均匀，主要集中在七、八、

九三个月，降雨突发性强，且多以洪水形式出现。多年平均蒸发量

1829.6-2200mm，为降水量的 5.5-10.2 倍。冬春两季多风，主要为西北风和

东南风，最大风力 11 级，大部分出现在春季和初夏。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

洪水、霜冻、风沙及冰雹。

2.1.2.3 河流水系

中卫市境内有黄河及其支流长流水系、清水河水系、祖历河水系、内

陆河水系和红柳沟。黄河自西北侧黑山峡入境，自西南向东北流过，于胜

金关入中宁县，至青铜峡出境，过境流程 182 公里，年平均过境流量 763

立方米/秒，年平均过境水量 241 亿立方米(1988 年至 2004 年下河沿水文站

实测数据)。

2.2 社会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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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人口

中卫市辖 18 个镇、20 个乡、448 个行政村、32 个居民委员会，有回、

汉、东乡、满、蒙 5 个民族。截止 2004 年底，全市总人口 102.21 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76.69万人,占总人口的75.%;非农业人口25.52万人,占总人口

的 25%。（详见 2004 年底中卫市各县区人口状况明细表）

2004 年底中卫市各县区人口状况明细表
项目

县区

镇个数

（个）

乡个数

（个）

居委会数

（个）

行政村

(个)

总人口

（人）

其中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中卫市 18 20 32 448 1022108 766928 255180

城区 9 1 21 149 346606 221806 124800

中宁县 5 5 7 134 293819 191581 102238

海原县 4 14 4 165 381683 353541 28142

2.2.2 交通

中卫市交通条件优越，是古丝绸之路、现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包

-兰、宝-中、甘-武和规划中的中--太铁路交汇于此。中营高速公路 109

国道及 201 省道均通过本市,形成了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中

卫市成为西北地区最便捷的通道之一。

2.2.3 经济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卫市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建市以来，政府投资数亿元对市区基

础设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建设，高起点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工程，拉开

了向中等园林化旅游城市迈进的框架。西部大开发又为中卫市各县区带来

了大发展的新机遇，按照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部署，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围

绕增加农民收入，兑现粮食直补等政策措施，加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实施

工业强市和农业重点项目，培育特色产业，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有力地提升

了全市各县区的经济势力，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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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全市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50.4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027 元，比上年增加 633 元。全年完成农林牧渔

总产值 239118 万元，增加值 127361 万元,分别比上年增加 6%和 2.9%。

2004 年全区各市县主要经济指标及排序明细表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GDP 增长率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绝对数 排序 绝对数 排序 绝对数 排序 绝对数 排序

中卫市 50.49 8.8 243439

中卫城区 25.63 5 13.1 7 100349.3 3 3178.49 7

中宁县 17.9 10 3.8 17 92641.2 5 3038.8 8

海原县 6.97 15 7.1 15 50448.8 13 1312.73 15

灵武市 25.05 6 22.9 1 61463.9 10 3355.31 6

平罗县 22.23 8 14.0 3 99301.3 4 3439.68 4

利通区 36.96 4 6.0 16 107600.9 1 3774.15 2

青铜峡市 37.52 3 9.2 12 87385.3 6 3794.54 1

2.3 水资源概况

2.3.1 当地地表水

本市境内地表径流主要取决于大气降水。因干旱少雨，城区多年平均

降水量 179.6 毫米、中宁县为 221 毫米、海原县为 397 毫米，全市地表径

流十分缺乏，且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黄河左、右岸诸沟均为季节

性干沟。地表径流中，因多为暴雨引起的山洪径流，难以利用，年利用量

约占地表径流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2.3.2 过境黄河水

黄河是中卫市最主要的过境河流。城区、中宁县当地地表水资源量少，

黄河过境水便成了当地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和地下水补给的重要源泉。据

下河沿水文站实测，2004 年黄河过境水量 215.4 亿立方米，城区引用黄河

水量 6.45 亿立方米，中宁县引用黄河水量 6.25 亿立方米。

2.3.3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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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卫市地下水资源总量为4.487亿立方米,其中城区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2.31亿立方米、中宁县地下水资源总量为1.8亿立方米、海原县0.38亿立方米。

2.3.4 水资源总量

当地水资源总量是指区域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水量，不包括

过境水量。由于地下水的多年平均补给量和多年排泄量相等，在没在外来水

的条件下，是区域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的产水量。当地下水资源总量

是在计算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基础上，将两者相加扣除地表和地下水的重

复水量的方法来进行计算。据区水文局 2004 年水资源公报,2004 年中卫市水

资源总量为 0.891 亿立方米。受区域地质构造、岩性及地貌的影响，境内部

分地区地下水为高含氟、高旷化水及苦咸水，可开采价值低，因而中卫市

属资源性严重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地区，以山区尤为严重。

2004 年中卫市水资源总量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区
计算面积

（平方公里）
年降水量

地表

水资源量

地下

水资源量

重复

计算量

水资源

总量

中卫市 13203 22.183 0.597 4.487 4.193 0.891

第三章 水利发展与改革面临的形势

3.1 水利发展“十五”规划执行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水利发展“十五”规划执行情况

“十五”期间，中卫市始终坚持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项目建设为载体，以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重点，以节水增效为目

标，以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水利科技推广应用为支撑，加强水

利管理，增强服务功能，搞好水土保持，改善山区生态环境，全面推进水利

可持续发展，使全市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为全市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可靠的水利保障。

（一）依托项目建设，水利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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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认真实施“项目年”

和“项目效益年”活动，大规模地开展治川、治山、治河、治沟、治沙、

“五治”工程，加快水利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证。

一是灌区水利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自 1998 年以来，大力实施灌区续

建配套项目、商品粮基地项目及节水改造项目等工程，对一些重点水利工

程进行了改造建设。至 2004 年，全灌区共砌护改造支渠 518.47 公里，砌

护率达 13.8%，全灌区渠道防渗灌溉面积达 15.4 万亩，灌区渠道砌护率比

1998 年提高了 5%。

二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效果明显。多年来，灌区群众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并从1989年开始开展了五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累计改造中低产田30

多万亩，新开荒地10多万亩，有效地改善了灌区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农业发展

后劲，为当地农民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防洪防汛工程建设力度加大。先后加固治理了黄河 10 处黄河险工

段，新建并加固黄河防洪堤195 公里，建设了10 处黄河穿堤建筑物，接通了

部分黄河断点，增强了黄河的防洪能力。高标准治理了严重威胁群众生产生活

的阴洞梁沟、石磺沟等山洪沟，基本解决了这些山洪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

问题，开工建设了香山北麓防洪工程，将香山北麓大小37条山洪沟分泄引入石

磺沟等三条沟，解决了中卫宣和、永康镇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问题。

四是小流域治理成效显著。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农村稳定这一大局，在上级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树立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为核心，“三水”齐

抓，实施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建库打坝建“三田”，充分挖掘地

表水、地下水和天上水，解决人畜饮水和农业灌溉用水，为改善群众生产

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截止 2004 年底，全市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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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顷，完成小流域治理 145 条，建设库坝 90 座，发展灌溉面积 11.35 万

亩、洪漫地 6.7 万亩，有效地改善了局部生态环境，切实减轻了水土流失

的危害程度。

五是人畜饮水工程实施效果良好。“十五”期间实施了第一期、第二

期人畜饮水解困工程和第一批氟砷病改水项目。2004 年末，全市已建成 121

处人畜饮水工程和部分泉水改造、窖（井）工程，受益人口 29.25 万人，

有效地解决了部分人畜饮水问题，使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

改善，群众的健康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二）深化水利体制改革，节水灌溉成效显著。

自 2001 年开始，中卫灌区改革灌区灌溉管理模式，推行了“水管单位

专业管理+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支渠承包管理”的管理模式。先后在灌区

组建了 186 个农民用水者协会，承包管理支渠 922 条，占灌区支渠总条数

的 100%，控制灌溉面积 55.89 万亩，占全灌区自流灌溉面积的 49.3%。通

过农村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实现了农民自己的事自己管理的目标，维

护了良好的灌溉秩序，有效节约了水资源，减轻了农民负担，水事矛盾、

纠纷和上访告旱事件明显下降。2004 年我们又按照自治区的安排部署，积

极地在引黄灌区开展了农业供水体制改革试点，选定 5 条支渠为试点，组

建支渠管理委员会，同时，选定 2 条支渠为试点，组建供水合作社，在改

革取得成效后，今年在灌区全面推广。通过水利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有力的促进了灌区管理水平向科学化、规范化迈进，自 2001 年以来，虽然

灌区灌溉面积逐年增加，但引黄水量逐年减少，2004 年全市累计引黄河水

12.7 亿立方米，比 1998 年的 14.36 亿立方米少引水 1.66 亿立方米，少引水

达 12%。

（三）大力推广节水技术，促进了节水型农业的发展。

随着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水资源的



12

需求量急剧增加，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就是

走节水之路，以灌区的农业节水来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近年来，一方面

从提升农业和农村经济综合素质、整体效益入手，狠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同

时，围绕畜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狠抓林草产业。另一方面，在灌区大力

推广节水技术，在灌区累计推广水稻高产节水控制灌溉面积达20.6 万亩，平

均节水21.25%；城区建成马场湖、碱碱湖两个节水示范基地，采用渠道砌护

地面灌、管灌、小管出流灌、微喷灌、滴灌等技术，有效地起到了科技示范—

辐射——推广应用的目的。同时灌区全面推行“一把锹淌水”制度，积极推行

小畦灌溉，全市建成0.5亩以下的畦田22.72 万亩，有效减少了田间灌水损失，

降低了作物灌水量，减轻了农民负担，为农业的发展增添了后劲。

（四）城市给排水设施得到有效加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区面积的扩大，市区给排水设施建设得到了

加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及部分工业用水实现了由城市自来水公司统一供

给，并实行计量收费，有效提高了供水保障率。完善了城市排水管网设施

建设，加大了排水设施建设力度,基本实现了城市排水畅通。

（五）依法治水，加强水资源管理。

多年来，我们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水，把各项水事活动纳入法制化

轨道，促进了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一是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12·4 法制宣传日”等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使群众水法治意识大大增强

。二是及时查处各种水事违法案件，对重大水事案件积极配合司法部门进

行查处，有效打击了各种破坏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行为，保护了水利工程

设施，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三是认真实行取水许可制度，不

断加强水资源管理，2004 年 4 月 1 日起实行水资源费的统一征收，并共计

发放《取水许可证》340 多套，有效地规范了用水秩序，保证了有限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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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水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3.1 城市给排水工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给水工程建设

一是地下水资源开采缺乏统一规划，开采布局不合理，乱采、混采现

象普遍存在。

二是单位自备水源井数量多，城市自来水供水能力不足，无法发挥其

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是城市供水管网建设不完善，供水可靠性差。随着市区规划的不断

扩大，现有供水能力无法满足城市用水的需求，急需寻找新的供水水源。

2、排水工程建设

一是城市排水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部分地段雨污水任意排放，影响

了城市环境。

二是除老城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其它地区均无污水处理厂，工业及

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城市周边排水沟，污染了周围环境。

三是现有部分路段排水管铺设不合理，管径、坡度不能满足排水需要。

3.1.3.2 引黄灌区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有的引黄灌区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

题日趋显露出来，突出表现在：

一是灌区建设标准低，渠道衬砌率差。由于卫宁灌区水利工程大多建

设于六、七十年代，建设年代久远，原建设标准较低，到目前为止，灌区

内的支斗渠多为土渠输水，支斗渠砌护率低，加之灌区土质多为砂壤土，

下层为黄河老河床砾石层，渠堤抗冲能力差，渠道渗漏、淤积、滑塌现象

十分严重，灌溉水浪费损失大，灌溉水利用系数低。

二是灌区配套建筑物不完善，老化失修严重，大多建筑物带病运行。

三是渠道量测水设施条件差，水量观测、计量手段原始、落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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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准确按量配水和按方收费，存在着分摊不均，计费面积争议大、水费

计收不公平的问题，水费收缴困难，制约了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很不适

应灌溉管理的要求。

四是灌区改造投入偏低。由于国家用于灌区各级渠道水利设施改造的

项目投入少，加之地方财力有限，致使水利建设资金缺乏。

五是由于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差，调控水能力差，计量手段落后，投入

不足以及缺乏投入保障机制，在推行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及推行终端水价工

作上，硬件条件不完善，工作进展缓慢，严重制约了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

六是灌区供水计量不到位，支渠以下仍然按亩收费，群众吃大锅水、

交平均费，群众节水意识差，各类节水措施显得苍白无力，浪费水现象普

遍，水利用率低。

七是农业灌溉方式落后，沿用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造成水资源及肥

力浪费，影响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加剧了土壤的盐渍化，没有真正挖掘

农作物的高产潜力。

3.1.3.3 水土保持工程存在的问题

一是水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仍较严重。因受干旱、缺水因素制约，

水土流失治理任务重、成本高，边治理、边破坏的问题较为普遍。依靠养

殖业发展牧业，由于放牧及人为掠夺式抓发菜，导致植树被破坏，土地裸

露，土壤沙化，水土流失严重。海原县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

水土流失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县水土流失面积 44.07 万公顷，占全县

总面积的 64%。加之近些年天牛等林木病虫害的危害，西北部防风固沙林

带几乎彻底毁灭，风沙危害呈加重的趋势。截止目前，水土流失面积、侵

蚀强度、危害程度仍是加剧的趋势。

二是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城区、中宁县除引黄灌区水资源主要以黄河

水补给外，山区及海原县水资源极度贫乏,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15

三是治理资金短缺，投入不足，治理力度不大，效果不高，不能适应

经济发展的需要。

3.1.3.4 人畜饮水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人畜饮水工程设计标准低，硬件设施差，专管单位管理困难。

中卫市各县区八十年代建成的降氟改水工程，建设之初只考虑解决农

村氟中毒问题，工程定位属福利型工程，管网布设无计量设施，也没安装

入户水表，导致水资源浪费严重，供水成本增高、水商品率降低，经营管

理举步维艰。

二是供水工程设施老化、更新维修资金缺口大。本市一部分降氟改水

工程供水设施运行已二十年，供水管网老化失修，钢管锈蚀，闸阀失灵，

阀井坍塌，部分管线埋压在农村小康路下，跑、冒、滴、漏水现象严重，

供水设施带病运转，供水经营亏损严重，导致更新维修无法实施。

三是部分农村人口饮水差，供水工程覆盖面不够。由于受自然条件限

制，海原县历来就是人畜饮水严重地区，尤其中北部地区为资源性缺水地

区，人畜饮水完全依靠窖蓄雨雪水解决，即使在正常年份也有 25%-35%的

人畜缺水，加之近几年持续干旱，这些地区经常发生水荒，生态环境恶化，

人畜困难渡日，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3.1.3.5 防洪防汛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黄河防汛防洪保障能力低。黄河流经中卫市城区境内在黑山峡段

坡陡流急，携带大量推移质大颗粒沙石，出峡后断面扩大、比降变缓、流

速大减，大颗粒推移质沙石降落淤积，使河床逐年淤积抬高。加之近年来

黄河来水量偏枯，河道形成游荡型河道，主流摆动不定，河内滩越淤越多

并逐年扩大，侧蚀冲刷堤岸，护岸码头老化失修，且缺少骨干控制性的工程

设施，使现有的堤防设施远不能满足防大汛的要求，堤防防汛能力已不能抗

御2000m3/S的过境流量。



16

二是灾害性山洪频发。中卫市境内汇入黄河一级山洪沟共 62 条，现

已治理的仅有 5 条，长 13.5 公里。境内跃进渠、羚羊角渠、羚羊寿渠、北

支干渠四条主要干（支干）渠为傍山渠道，其中跨（入）渠山洪沟道有 25

条，由于设防标准低，每遇较大山洪爆发，山洪入渠，造成渠道淤积，威

胁渠道行水安全，影响着该地区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当地农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三是库坝淤积严重，功能衰减，防汛与蓄水矛盾突出。海原县共有库

坝 101 座，设计总库容 29780 立方米，截止 2004 年底已淤积库容 17900 立

方米，现有库容 11880 立方米。现带病运行的有 24 座，已淤满的有 11 座，

设计灌溉面积 8.3 万亩，现有效灌溉面积 2.8 万亩，为设计灌溉面积的 34%。

由于建设标准低，年久失修，淤积严重，防洪标准偏低，蓄水量明显不足，

造成防洪压力大，汛期只能空库运行，防汛与蓄水矛盾日益突出，灌溉用

水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3.1.3.6 水利社会化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水利社会管理水平较低，管理体系的建设远弱于工程体系的建设，重

建轻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近年来，虽然在水利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法制建设尚不完备，执法能力不强，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还未实现水务一体化管理，水资源管理上还存在无证取水、无规划开采、

水资源费收缴困难等，水利规划在政府的主导地位还需加强，投入保障机

制急待建立。

3.2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水利发展的需求

3.2.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水利发展的需求

1、饮水安全需求

中卫市属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严重缺水地区，山区缺水问题尤为严

重，且山区面积覆盖面大，苦咸水、高氟水分布广，加之近年来，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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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及地下水污染严重影响了生活饮水安全，部分农村人畜存在饮水不安全

问题，部分地区属资源性严重缺水和水质性缺水。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人口

增加，人民群众对安全饮水的需求更加迫切。

2、防洪防汛安全需求

因气候干旱，降雨稀少，且每年70%的降水大多集中在7—9 月，且多

以暴雨洪水形式出现，受地势特点的影响，山洪历时短、来势猛、易成灾，

全市有50%的镇乡还没有完全摆脱洪水威胁，跃进渠、北支干渠、寿渠、角

渠及交通等公共设施经常受到洪水袭击。黄河干流堤防尚未达标，防汛能力

降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防洪防汛体系根本不能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防洪防汛能力急待进一步加强。

3、经济供水安全需求

中卫市两县一区都属农业区，工业发展缓慢，经济相对落后，建设小

康社会的任务十分繁重。市人民政府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作为加快市域经济的关键和突破口来抓，建设一批大型工业项目，用

水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工业需水量大幅度增加。

4、粮食安全用水需求

随着中等园林旅游城市框架的拉开，工业和城市建设的需水量迅速增

加，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持和发挥灌溉农业优势，保障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口增长对食物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要求大力推进节水灌溉、发展

高效农业，在用水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尤先解决粮食生产所需水量。

5、水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随着市区建设速度的加快，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将显著提高，

从而对水环境、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化率的提高对生态环境、

人居环境和生态绿洲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 2010 年城区生态环境用水

将成为仅次于农业用水的第二大用水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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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科学发展观对水利发展的需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水利发展要以人为本,完善防洪抗旱减灾体系,

坚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加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节约保护。重

点解决干旱缺水、生态恶化、洪水灾害、水土流失和水污染等重大问题，

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2.3 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发展的需求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中卫市综合经济实力与宁夏经济强

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为实现 2020

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全市各县区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在

10%以上。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第二产

业为主导、第三产业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格局，提高城市和工业的现代化水

平，都需要水利必须增强全方位服务和保障能力，需要水利为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供水保障。

3.2.4 经济体制改革对水利发展的需求

目前，中卫市是一个以农业发展为主体的地区，农业以引黄灌溉为主，

水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水利发展新体制与机制，强化政府对水利的社会管理职能，

建立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统一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有利于水工

程建设、运营的投融资体制；建立有利于节水型社会和市场调节的水价体

系，通过水权转让、水市场等经济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

导向作用，通过法律手段，完善相应制度，强化节水意识，规范社会行为，

都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3.3 水利发展的有利条件与主要制约因素

3.3.1 水利发展的有利条件

1、科学发展观和中央新时期治水方针明确了水利发展与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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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为水利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3、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为水利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3.3.2 制约水利发展的主要因素

1、现行的管理体制还不适应水利发展和改革的需要。以市虽然成立了

水务局，但还未从完全意义上建立起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的体制，地表水

与地下水、城市与农村、供水与排水（排污）等部门分割管理，与水资源

严重紧缺的现实格格不入。由于产权不明晰，水权不明确，水价形成机制

不合理等造成水管单位长期负债经营，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补偿，缺乏更

新改造资金，运行维修资金不落实，工程老化失修现象严重。

2、投入不足、资金紧缺仍然是制约水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卫市由于

新成立，财力严重不足，对水利建设投入很少，农民筹资能力差，多元化

投融资体制尚未建立。投入不足，资金紧缺严重制约着全市水利的发展。

3、受传统观念束缚，节水意识淡薄，仍然影响水利发展改革的进程。

第四章 水利发展与改革的总体思路

4.1 水利发展与改革的总体思路

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中央治水方针，以建设节水型社会，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统揽全局。以人为本，

完善防洪抗旱减灾体系。紧密结合全市实际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

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加强水源工程建设和保护，积极发展城市水利和生

态水利，大力推进节水型灌区建设，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和生态环境

的改善提供水利支撑。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三农”问题

和粮食安全提供保障。强化水利改革和法制建设，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

深化水价改革和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适应节水型社会的宏观调控与市

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机制，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功能。建立行之有效的

水利法规体系，为水利发展与改革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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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利重点领域发展与改革思路

4.2.1 防洪减灾方面

根据自治区防洪减灾预案体系，按照二十年一遇防洪标准，建立健全

本市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和信息系统，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黄河以加固建

设标准堤防、建设控制性骨干工程，稳定主流，稳固河床；对现有病险水

库进行除险加固固改造，在各流域河道上建控制性的水库；高标准建设淤

地坝、小流域治理拦蓄小洪水，建设蓄滞洪区及标准堤防，疏导大山洪安

全入河，提高防洪减灾控制能力。

4.2.2 水资源开发利用、变化和水环境治理方面

建立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按照水资源统一管理、全面规划、合

理开发和综合利用的发展思路，转变传统的以农业用水为主的结构形式，实

现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顺利过

渡，开展水权转让，在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条件下，确保农业灌溉，

以农业节水统筹工业、生态环境用水，进一步拓宽水利服务领域，开源节流

相结合，加大再生水处理及回用力度，有效地拦蓄和利用洪水资源，合理开

发和保护利用地下水资源，全面实施取水许可制度，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

效率和效益。

4.3 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方面

认真贯彻“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

注重效益”的水保工作方针，依法强化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和监测工作。初

步建立覆盖全市的水保监测网络和信息网络，能够对本市的水土流失情况

实行动态监测。全面实施安全饮水解困工程，按照“先急后缓、先重后轻、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重点解决资源性缺水及饮水超标问题，控

制水体污染。建设生态防护林体系，围栏封育治理，恢复植被，为建设中

卫园林旅游城市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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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利发展目标

5.1 水利发展目标

5.1.1 防洪减灾目标

到 2010 年，对境内黄河防洪堤进行全面治理，基本控制河势，堤防

达到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对直接汇入黄河、危害最严重的主要山洪沟及小

流域等进行综合防治，利用生态和工程相结合的措施进行治理，达到能防

御 10-20 年一遇的洪水，市区、中宁、海原县城设防标准达到 50 年一遇；

做好傍山渠道及病险水库的防洪工程建设，健全防洪减灾工程体系，确保城

乡防洪和抗灾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5.1.2 供水、节水目标

1、供水目标

到 2010 年，城区需水量将达到 7.98 亿立方米，中宁县需水量达到 5.03

亿立方米。市区居民饮用水达标率达 100%，农村饮用水安全普及率达 80%

以上，水源水量保证率不低于 95%；中宁县城区居民饮用水达标率达 90%，

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达到 64%；海原县新增 8.4 万人的安全饮水，自来水

入户率达到 20%以上。

2、节水目标

到 2010 年，渠系水利用系数引黄自流灌区由 0.45 提高到 0.5，扬水、

库井灌区由 0.6 提高到 0.65。灌区亩均节水 100 立方米/亩，节水 8000 万立

方米，用于工业和城市建设，实现水权的初步转换。灌区单方水的粮食产

量达到 0.8kg。除特殊干旱年份外，城区、中宁县基本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

海原县发展库灌、机井灌及扬黄灌的节水改造，新增灌溉面积 2.93 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 9.97 万亩。

5.1.3 城市水利发展目标

目前中卫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 0.133 万公顷，人口达到 13 万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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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公共绿地面积 3.5 平方米。到 2010 年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0.232 万公顷，

人口达到 20 万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8 平方米，城市自来水供水能力

达 15 万吨/日，生活自来水普及率达 100%，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100%，中

水回用率达到 80%。

5.1.4 农村水利发展目标

到 2010 年，本市农村水利的发展目标是：通过规划的实施，使全市

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的夯实，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水

利综合服务能力和科技含量得以加强和提高，有力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以末级渠系砌护改造及续建配套改造为主，建成节水灌溉面积

28.2 万亩。

二是建成特色优势节水灌溉(井灌、滴灌、集雨微灌区)面积共 7 万亩。

三是借助沙坡头南干渠开通之机，对南山台扬水灌区进行改造，对沙

坡头北干渠市区东段的支渠进行整合改造，并对灌区渗漏严重的北支干渠

下段、二支干渠中段、三支干渠上段进行砌护改造。

四是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为主，改造中低产田 35.12 万亩。

五是建成压砂硒（甜）瓜抗旱引水工程，解决香山 10 万亩压砂硒（甜）

瓜的水源问题。

5.1.5 农村安全饮水目标

到 2010 年，城区农村饮用水达标率达到 8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 60%；中宁县农村饮用水达标率达到 64%，自来水普及率达 50%，海原

县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20%。

5.1.6 水资源变化和生态治理目标

到2010年，合理调整用水结构，城乡水源地得到有效保护，城区供水水源及

重点保护区的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绿地率不小于25%，居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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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绿地率不小于35%，公共设施绿地率不小于30%，城区森林覆盖率达到15.1%；

城区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占山区面积的比例由目前的5.93%提高到9.31%，海原县水

土流失治理率达到70%以上，使区域内的沟、渠、路、田得到有效保护，发挥防

风挡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积极作用

5.2 水利改革与管理目标

5.2.1 水资源管理目标

目前，城区生活、生态、工业、农业用水比例大体为 4.2:5.3:3.9:86.6，

中宁为 1.2：0.5：4.8：93.5。“十一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管理

体制改革力度，到 2010 年初步实现水务管理一体化和水利管理现代化。实

行水资源综合规划，统筹协调区域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

间的用水关系，将初始用水权分配到各行业，初步建立以水权水市场为基

础、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逐步构建较为完善的水资源供给

保障体系。依法开展水污染防治，实行达标排放，区域污水处理率达 100%。

形成水资源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全面节约、有效保护、综合

治理的总体布局。

5.2.2 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

到 2010 年，基本建成节水型灌区,初步构筑节水型社会框架。城区生

活、生态、工业、农业耗水的比例达到 4.2: 11.2: 8.1:76.5，中宁为

2.7:2.9:11.8:82.6，海原县 3.5:11:9:76.5。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和有效的

水费计收管理体制，实现生活和工业用水按成本价收费，逐步完善农业用

水按区上规划价格收费，实行定额管理，超计划高加价收费制度，形成全

社会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的良好风气，建立起高效用水的工业、农业

和社会服务业，科学文明用水的区域环境，到 2020 年使全市走上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5.2.3 水利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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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0 年，水资源管理、水生态环境管理及应对突发事件等涉水事

务的社会管理职能得到加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水利规划的法律地

位进一步加强。初步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机制灵活、运行规范、管

理科学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六章 水利发展的主要任务

6. 1 防洪减灾主要任务

1、黄河防洪工程

“十一五”期间，中卫市全面加固黄河防洪堤 195 公里，其中城区 90.45

公里，继续实施黄河整治二期工程，争取开工建设三期工程，对黄河 13 处

险工段进行治理(其中城区 6 处)，新建高标准码头 44 座(城区 24 座)。

2、山洪沟治理工程

“十一五”期间，主要对危害较严重的城区 5 条山洪沟及中宁、海原

县部分山洪沟进行不同程度的治理。

6.2 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和保护主要任务

“十一五”期间，在配合做好南水北调西线、大柳树水利枢纽和兴仁扬

水工程前期工作，争取国家早日建设的同时，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水库、机井、

塘坝、水窖及小扬水等水源工程，充分利用“三水”，发展节水灌溉。

1、转变现行的管理体制，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加强水资源管理。

2、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现有水源，进一步加大对城市周边地区地下水

资源的勘探工作，积极寻找城市后备水源地。

3、市区铺设中水管线，将中水利用作为灌溉、生态用水的重要水源加以利用。

6. 3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主要任务

①治沟骨干坝（库）工程建设规划

新建水土保持骨干工程83座,其中：城区9座、中宁10座、海原64座；新

建中小型淤地坝212座,其中：中宁34座、海原178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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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计划小流域治理 38 条，其中：城区 4 条，海原 34 条。

以上工程计划投资 29991.87 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38公顷,其中：

城区5.76万公顷、中宁86万公顷、海原4.76万公顷，营造基本农田 2.5 万公

顷，造林 6.6 万公顷，草方格固沙种草及围拦封育 2.91 万公顷。

6. 4 城市水利发展主要任务

1、城市防洪工程

全面加固市区段黄河防洪堤，建成标准化防洪堤 7.4 公里，新建防洪

堤桥 2 座，以确保中卫市的城市防洪安全。

2、城市给排水及污水处理回用工程

规划新建第二自来水厂（黄河水厂）、迎水、宣和及镇罗集镇供水水

工程、迎水地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及中宁县城供排水工程，市区新建污水

处理厂 4 座、中水厂 2 座，扩建城市新区供排水管网及市污水处理厂配套

管网工程，项目估算总投资 93154.83 万元。

3、城市工业给排水及水循环工程

规划新建美利纸业工业园区给水工程，日供水能力达 9 万吨/日，新建

美利纸业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及柔远（美利纸业老厂）污水

污泥、再生水处理及回用工程，估算总投资 45050.62 万元。

6. 5 农村水利发展主要任务

“十一五”期间规划对引黄灌区节水改造工程、节水高效特色农业工

程、引黄灌区续建配套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及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灌区末

级渠系节水改造工程及中宁县扶贫开发、移民开发项目工程、海原县水库

改造工程进行配套改造治理，计划投资 79241.89 万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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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各县区农村水利各年度规划实施明细表

县区 计划总投

资（万元）

分年度实施计划（万元）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全市合计 79241.89 18467.87 15947.05 13550.37 17871.76 13404.84

城区 24636.57 5674.87 5074.85 4698.48 5362.93 3825.44

中宁县 15702.42 2757 3900.3 3891.89 2696.83 2456.4

海原县 38902.9 10036.0 6971.9 4960 9812 7123

6. 6 安全饮水主要任务

结合中卫市第二期农村饮水解困项目规划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

期实施规划，“十一五”期间，规划新建人畜饮水工程 14 处，改扩建 2 处，

打机井 27 处，新建集中供水工程 22 处，泉水改造工程 22 处，新打水窖

2370 处，凝化集水厂 23.6 万平方米，估算总投资 11118.63 万元，解决 20.84

万人及几百万头大家畜的饮水问题。

第七章 水利改革与管理主要任务

7.1 水利改革与管理的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

7.1.1 洪水管理

进一步转变防汛工作思路，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的转变。通过

完善的防洪工程设施，制定黄河干流、主要一级支流、各主要山洪沟、城

市及重点区域洪水风险图，健全洪水预报调度及防洪指挥系统，运用新技

术扩大灾害预测、评估范围，实现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有机结合；建

立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制度，继续贯彻行政首长负责制，逐步建立以洪

水风险管理和洪水保险为主要内容的防洪社会保障制度。

7.1.2 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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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中卫市城区水资源的分布状况和生态环境及水资源对经济发展

的承载能力，加强政府宏观调控，遵照生活用水优先，宏观控制与微观管

理相结合，引、耗水量和排水量三控制等原则，落实各行业及用户的用水

指标，制定主要行业、产品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制定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和供用水计划。建立有利于节水型社会的水价管理制度。发挥市场在

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水权交易市场，制定水权交易规则，规范和完

善水权交易机制，实行水权有偿转换，引导水资源向节水、高效领域配置。

建立起水权分配、转让和管理制度，建立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②在城区实行城乡一体化水务管理体制。

③建立以排污权分配制度为基础的水环境管理制度，建立排污许可制度，

完善取水许可制度，建立污水排放总量控制体系，发放污水排放许可证。

7.1.3 节水型社会建设

按照《宁夏建设节水型社会规划纲要》，把节水作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大措施，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支撑，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

益为核心，以节水型灌区建设为重点，加强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逐步杜绝

用水的结构型、生产型、消费型浪费，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

效益，创造优良的生态环境。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建立与水资源承载能力

和高效利用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体系；建设水资源配置和节水工程，建立与水

资源优化配置相适应的水工程体系；改革用水管理制度，建立与用水权指标

控制相适应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强化制度建设，建立政府调控、科技支撑、

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水资源管理运行机制；通过法律、经济、行政、技术、

宣传等措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节水型社会。

7.1.4 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以水权转让制度为基础，水务一体化管理改革为重点，逐步建立统一

领导、分级管理、职责明确、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根



28

据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城乡一体的原则，对供水、排水、中水回用、污

水处理等涉水事务进行统一管理，保证有限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

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运用水权、水市场理论，充

分发挥市场作用，建立水权有偿转让和水资源有偿使用的管理制度，建立

和完善与节水型社会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及约束用水者行为的准

则和规范。逐步建立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产权制度。

7.1.5 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

加快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理顺水利产品价格。大

力发展民营水利，通过引进外资、经营权转让、股份转让或资产拍卖等形式，

广泛吸纳民间和社会资金促进水利发展，积极开辟多种投资渠道。

7.1.6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1、加强水利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的管理。

2、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①全面落实工程质量领导责任制。

②严格落实“四制”。

7.1.7 水利国有资产管理

1、骨干水利工程

中卫市城区骨干灌排工程、扬水泵站、人饮工程等，大都由准公益性

水管单位统一管理，以提高水利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为目标，逐

步实行授权经营，建立权责明确、补偿合理的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对水

利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要法制化、规范化。

2、小型水利工程

小型水利工程目前管理形式主要有：一是大型支渠、支沟及跨村支渠、支沟

及其所属建筑物等工程由镇水管站管理。二是集体管理。三是承包管理。四是农

民用水协会管理，部分支渠成立了农民用水协会，工程由协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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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水利工程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管水组织。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目的

就是要实现多样化、社会化、专业化、企业化、市场化。

7.2 水利管理重点

1、加快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水利行政审批制度

2、继续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体制

和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

3、加快引黄灌区供水管理运行机制改革

4、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农村供水企业化。

第八章 投资测算与规划效果分析

8.1 投资测算

“十一五”期间，全市水利工程规划投资 286754.76 万元。其中：防洪

防汛工程 27383.84 万元，农村水利工程 79241.89 万元，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11118.63 万元，城市水利工程 140128.53 万元，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工程

28881.87 万元。（以上工程投资不包括沙坡头南、北干渠及其灌区改造工程）

8.2 规划效果综合评价

8.2.1 经济效果评价

至 2010 年，通过上述各项措施的实施，中卫市农业生产条件将大为改

善，农业经济结构将趋于合理，水土流失程度将大为减轻，生态环境和人

畜饮水状况将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将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8.2.2 社会效果评价

“十一五”规划实施后，随着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的增加，饮水质量

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将普遍得到提高，有力促进社会

稳定和进步，为群众尽早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8.2.3 生态效果评价

通过 “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可以使中卫市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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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的效益，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将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保护水资源可

持续发展，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第九章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双向考核目标责任制。各级政府要把

水利建设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纳入政府的议事日

程，建立领导负责制和水利部门责任制，把水资源供给、水环境保护、防

洪防汛和地方水利发展任务目标作为主要考核内容，实行双向考核目标责

任制。严格奖惩，以增强镇村加强水利管理的责任感，调动其积极性，促

进水利事业的发展。

（二）健全法规。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等有关法规，以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防洪减灾、节水型社会建设、水

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如《中卫市城市供水水源地开发利用

保护管理规定》等为水利发展的实施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三）增加投入

1、实施项目支撑，以项目带动全市水利发展。要紧紧抓住西部大开

发的历史机遇，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对中卫市城区水利的投入力度，做

好项目的争取和储备工作，稳定老项目如水土保持、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节水灌溉、人畜饮水、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项目，积极争取新项目

如未级渠道砌护、城市给排水管网改造及污水处理项目，通过水利项目的

实施，来带动全市水利发展。

2、结合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地方水利配套资金。

3、加快水利改革，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体系，

逐步完善水价形成机制。通过水利改革，彻底改变目前水资源管理上多龙

管水、乱采、混采的不合理现状，实现区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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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开采利用，完善水资源费的收缴体系，实现水权转换。城镇生活用水

实行按供排水（包括排污费）成本价收费，农业用水逐步向成本价靠近，

以农业节水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4、建立群众性投资体系，形成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社会氛围。各

级政府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建立群众性的投资体系，如制定机关职工法定

季节性义务劳动解决水利工程建设及农田基本建设中人力不足的问题，镇村

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调拨农民义务工，投入春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或

自筹自建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和支斗渠的清淤，共同推动水利发展。

[注] 参考资料

1、2004 年中卫市经济要情手册

2、中卫市城市、中宁县、海原县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

3、区水文局 2004 年水资源公报



中卫市“十一五”水利规划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总体要求及主要建设内容 分年度实施计划（万元）
新增生产能力

或效益总投资
（万元）

建设
年限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全 市 总 计 286754.76 73534.72 61827.74 57890.41 50328.42 43173.47 

中卫城区总计 171354.40 44715.37 36539.06 35292.10 28377.94 26429.93 

中宁县总计 44689.62 11692.33 10503.50 10053.42 6987.34 5453.03 

海原县小计 70710.74 17127.02 14785.18 12544.89 14963.14 11290.51 

一 防洪防汛工程 27383.84 5680.36 6511.87 6002.72 5173.05 4015.84 

(一) 中卫城区小计 6670.60 0.00 1666.40 1591.29 1181.12 1120.95 1110.84

1 黄河险段治理 新建 2365.00
治理险段6处,新建码头24座,护岸800m
。

365.00 580.00 380.00 380.00 660.00
减轻河水对堤防的冲刷，提高
黄河防洪标准。　

2 加固黄河防洪堤 改造 3005.60
加固防洪堤90.45km，加高1.5m，加宽到
8m。

751.40 691.29 601.12 510.95 450.84
提高黄河防洪堤的防洪标准，
保护黄河两岸的耕地和人口。

3 山洪沟治理 1300.00 治理沟道4条。 550.00 320.00 200.00 230.00 0.00 提高山洪沟防洪标准。

(二) 中宁县小计 15063.24 3203.96 3965.58 3510.6 2768.1 1615

1 黄河治理 新建 3234.48 5 新建防洪坝垛20座 585.2 557.58 1132.6 588 371.1

2 加固防洪堤 加固 310.5 1 加固防洪堤17.76公里 310.5

3 山洪沟治理 新建 2492.96 5

宽劈蔬浚山洪沟6.8公里，裁弯取直山洪
沟1.4公里，修建、加固防洪堤27.85公
里，建护岸坝垛246座，浆砌石护坡
15.7公里,铅丝笼护坡8公里。

536.36 549.2 479.9 595 332.5

4 穿堤建筑物 新建 391.3 4 新建穿堤建筑物4座 116.4 124.3 75.3 75.3

5 抗旱应急工程 新建 8634 5
 新建集雨水窖15000眼，砼集雨场150
万平方米。在长沙河流域打机井350眼

1966 2424 1822.8 1509.8 911.4

(三) 海原县小计 5650.0 810.0 955.0 1311.0 1284.0 1290.0 



中卫市“十一五”水利规划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总体要求及主要建设内容 分年度实施计划（万元）
新增生产能力

或效益总投资
（万元）

建设
年限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1 山洪灾害防治工程 新建 5650.0 5

  搬迁人口3362人，拆迁房屋4.27万m2。退
耕还草7050万m2，河道堤防19.6km,河道疏
浚3.65km,新建拦沙坝60座,河道护岸
15.6km,谷坊715个,排洪渠5.8km,淤地坝51
座。

810.0 955.0 1311.0 1284.0 1290.0 

    控制水土流失面积667km2,确
保3362口人的生命安全及安置,
防治山洪灾害的发生。可种草
7050hm2。

二 农村水利工程 79241.89 18467.87 15947.05 13550.37 17871.76 13404.84 

(一) 中卫城区小计 24636.57 5674.87 5074.85 4698.48 5362.93 3825.44

1 节水改造项目 新建 6244.99 5
砌护支、斗渠779条，长431.82km，配套改
造各类建筑物4759座，建成节水面积12万
亩。

1335.65 948.48 741.14 1788.66 1431.06

项目实施后，每年可节约水量
5355.8万m3，亩均节水439 
m3，节水35.5%。项目区可年
增粮食生产能力336万kg。　

2 节水高效特业 新建 3070.00 4
打机井104眼，埋设管道205km，建设阀井
1560座，建设泵房104间，安装小型移动式
喷灌机6套，配套滴灌设施。

878.00 876.00 661.00 655.00 0.00
项目实施后可建成高效节水特
色农业区2.6万亩，增加农民收
入。

3 灌区续建配套
新建
续建

10103.87 5 砌护干渠21.46km，配套建筑物167座。 2400.00 1962.86 2008.85 1909.86 1822.30
项目实施后，可改善灌区干渠
输水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的供
水保障率。

4
农业综合开发及中低
产田改造

新建 3167.70 5
砌护支渠198条，长161.7km，暗管铺设662
条，长296km, 配套改造建筑物3430座。

785.37 696.47 696.45 417.33 572.08
项目实施后，可改造中低产田
10.02万亩。

5 末级渠系节水改造 新建 1774.16 3
砌护斗农渠108km，配套各类建筑物1511
座。

0.00 591.04 591.04 592.08 0.00 项目实施后，可建成节水灌溉
面积4.2万亩，节约水量。

6
香山地区硒（甜）瓜
供水工程

新建 275.85 1

需砌护渠道27km，建10000 m3蓄水涝泊
2座，20000 m3蓄水涝泊1座，25000 m3蓄
水涝泊1座；架设渡槽总计120m，建泄洪
涵洞16座，跌水10处。

275.85

项目实施后，可缓解香山乡沙
梁滩、米粮川、冯庄、磙子井
、窑窑门、高峰子6个自然村
的近10万亩压砂西(甜)瓜的缺
水问题，对前期保苗、壮苗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中宁县小计 15702.42 2757 3900.3 3891.89 2696.83 2456.4
15702.42



中卫市“十一五”水利规划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总体要求及主要建设内容 分年度实施计划（万元）
新增生产能力

或效益总投资
（万元）

建设
年限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1 灌区续建配套 改造 3763.5 5
砌护改造支（干）渠4条，长87.95km，改
造完善各类配套建筑物770座。

689.70 981.50 895.60 674.20 522.50

2 末级渠道砌护 改造 4690.8 5
砌护重点支、斗渠208条，长445.6km，改
造完善各类配套建筑物2491座。砌护农渠
800条，长160公里。

778.40 1185.60 1249.90 770.10 706.80

3 中低产田改造 改造 2650.4 5
   改造治理重点排水干、支沟30条，长
213.7km，完善配套建筑物547座；实施畦
田改造20.06万亩，铺设排水暗管448条，

429.30 618.20 623.10 502.30 477.50

4 扶贫开发项目
改扩

建
867.9 5

共计砌护渠道83条，长119.3km，新建配套
建筑物175座，维修建筑物213座。

208.00 201.40 121.69 155.43 181.40

5 移民开发项目
改扩

建
3729.8 5

砌护干渠1条，长27.3公里；支斗渠325条
长228.62公里，维修和新建各类建筑物
1279座(处)。更新改建扬水泵站2座，新建
护堤码头44座，建设防洪堤6.2公里，浆砌
石护坡500米。打深井3眼，铺设管网34.8
公里。改造治理干河子沟,修建砼过水路面
1条，砌石护坡200米，建生产桥1座。

651.60 913.60 1001.60 594.80 568.20

(三) 海原县小计 38902.9 10036.0 6971.9 4960.0 9812.0 7123.0 
38902.9 

1 基建项目
新建
改造

26885.90 5 新建水库12座，改造水库12座。 6460.00 4520.90 3528.00 7844.00 4533.00 年拦蓄洪水2607万立方米，拦
泥573万立方米。

2 节水灌溉项目
新建
改造

10117.0 5
新建及改造库灌区14处，扬黄灌区2处，井
灌区12处。

2526.00 2201.00 1232.00 1768.00 2390.00

新增灌溉面积6.04万亩，改善
灌溉面积6.86万亩，人工增效
补灌面积８万亩，移民安置
１２５１人

3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改造 1900.00 5

衬砌干渠24.6km，斗渠68.13km，配套
各种建筑物2564座;配套引水管道
23km，修整机耕路及田间生产路
140km;建设农田防护林2240亩,植树
28.1万株。

1050.00 250.00 200.00 200.00 200.00 改善灌溉面积1.24万亩;新增灌
溉面积3000亩.

三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11118.63 2618.32 2717.30 2489.27 1791.51 1502.23 



中卫市“十一五”水利规划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总体要求及主要建设内容 分年度实施计划（万元）
新增生产能力

或效益总投资
（万元）

建设
年限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一)　中卫城区小计 新建
改扩建

2058.70 5 新建人饮工程14处，改扩建2处 775.10 659.80 509.40 78.00 36.40
改善16319人， 新增解决61949
人，26527头畜和81317只羊的
饮水问题。

(二)　中宁县小计
新建

改扩建
4078.53 

打机井27眼,建泵房、管理房1232m2，水源
工程1处，铺设输水管道647.74km,闸阀井
1026座。

861.02 784.50 1138.57 536.91 757.53
解决农村6.21万人口、5.53万
头大家畜、8.5万只羊饮水问题
。

(三)　海原县小计 新建
改造

4981.40 5
新建集中供水工程22处,泉水改造工程22处,
新打水窖2370眼,屋檐接水1733处,凝化集水
场23.6万m2。共新建泵站28座,新打机井21

982.20 1273.00 841.30 1176.60 708.30
可解决饮水安全人口84449人
。

四 城市水利工程 新建 140128.53 39881.00 29365.12 28865.60 21187.46 20829.35 

(一)　中卫城区小计 新建 135298.53 36164.00 28805.12 28593.10 21051.06 20685.25 

1 城市防洪工程 新建 1923.08 2 建设标准堤防7.4km，新建防洪堤桥2座 0.00 0.00 0.00 961.54 961.54
项目实施后,可提高中卫市市区
的防洪标准，确保城市防洪安
全。

2
城市给排水及污水处
理回用工程

新建 88324.83 5
铺设钢管122.4km，配套阀井160座。新建
蓄水池二座，新建泵站一座，架设高压线
1km，低压线500m。

27164.00 20305.12 20241.00 11300.00 9314.71

项目的实施，可减少中卫市区
给水管网的损失，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充分利用当地有限的
水资源，节约水量。

3
工业给排水及水循环
工程

45050.62 5 9000.00 8500.00 8352.10 8789.52 10409.00

(二) 中宁县小计 4830.00 3717.00 560.00 272.50 136.40 144.10

1 县城供排水工程 新建 4830.00 5 3717.00 560.00 272.50 136.40 144.10

五
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
工程

28881.87 6887.17 7286.40 6982.45 4304.64 3421.21 

(一)　中卫城区小计 2690.00 435.00 408.00 310.00 765.00 7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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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沟骨干坝（库） 新建 2360.00 5
新建小(一)型水库1座,塘坝1座,改建加固塘
坝2座,新建治沟骨干坝5座.

370.00 350.00 200.00 700.00 740.00

控制水土流失面积576.2Km2，
保护耕地5500亩，保障灌溉
750亩,发展灌溉面积8700亩，
每年可拦泥45.4万m3

2 小流域综合治理 新建 330.00 5 治理小流域4条。 65.00 58.00 110.00 65.00 32.00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9.13km2基
本农田470hm2，造林73.3hm2,
草方格固沙种草150hm2，围拦
封育1220hm2

(二) 中宁县小计 5015.43 1153.35 1293.12 1239.86 849.10 480.00 

1 骨干坝工程 新建 360.00 3
新建骨干坝工程6座，总长1541米，总库容
1550立方米。

57.00 184.00 119.00

2 小流域综合治理 新建 4655.43 5
新建治沟骨干工程4座、淤地坝34座、扬水
站2座，供水渠道22.2公里。

1153.35 1236.12 1055.86 730.10 480.00

(三)　海原县小计 21176.44 5298.82 5585.28 5432.59 2690.54 2169.21 

1
西河流域

综合开发项目
新建 13205.81 5

治理小流域30条，骨干工程47座，中型淤
地坝80座，小型淤地坝48座。

3751.88 3721.80 3546.69 1310.20 875.24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5230hm2,基本农田
314.8hm2，造林9432hm2，
种草14423hm2。年拦泥沙
107.6万t。

2 苋麻河流域治理项目 新建 4272.00 5

治理小流域9条，骨干工程29座，中型淤地
坝74座，小型淤地坝45座。生态修复面积
176.24Km2，补植补播面积79.53Km2，围
栏长度241Km2。

812.00 997.00 1091.00 752.00 620.00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811hm2,
基本农田1011hm2，造林
4229hm2，种草5279hm2。年拦
泥沙298.06万t。



中卫市“十一五”水利规划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总体要求及主要建设内容 分年度实施计划（万元）
新增生产能力

或效益总投资
（万元）

建设
年限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3
苦水河流域骨干坝工

程
新建 1232.63 5 建设骨干工程6座 284.94 400.48 294.90 128.34 123.97

 每年可拦泥23.27万m3，可
淤地595亩，解决生产交通
、1210头大家畜、4715只羊
的饮水。

4 生态修复项目 改造 2466.00 5
围栏面积400Km2，补植补播面积
137.4Km2，围栏长度60Km

450.00 466.00 500.00 500.00 550.00 可修复生态面积537.4km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