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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艺）近日，海南区“三
北”工程全面复工，项目内容为乌海市库布
其—毛乌素沙漠沙化地综合治理及“三北”
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复各项工程。

海南区把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和荒
漠化治理大会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2025
年，海南区将接续奋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全力打好“三北”攻坚战、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不折不扣抓好各项重点任务落实。

同时，海南区还将结合美丽乌海生态
环境提质行动，推动防沙治沙与风电光伏
开发有机融合、一体化建设，构建健康稳定
的生态系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前，海南区图海山南侧900亩种草
项目正在铺设草帘治沙，计划更新滴灌设
备后进行补植工作。

分水源管理、分行业管理、分用途管
理……在乌海市水权与信息化中心，全市
用水情况被细分为多个管理模块，以数字
化映射、智能化模拟的方式一屏展示。

面对地区水资源紧缺难题，我市始终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2024年底，乌海市
数字孪生水利（一期）的建成，让我市“用水
账单”有了数字化、智能化“底座”。

数据“织网”决策有方

过去，企业之间进行水权交易需要填
报纸质报表，再交由水务部门审核评估
后才能促成交易；现在，企业进行水权交
易只需线上填写“申请水量”，水务部门会
根据企业实际用水情况进行分析，向企业
推荐可进行水权交易的用水主体，企业无
需跑腿即可获取最佳水权交易方案。

“系统支持水权交易线上填报，报表
中企业基础数据自动生成，我们只要填报
今年的申请水量就能完成交易，特别方
便！”一企业负责人为乌海市数字孪生水
利系统带来的便捷点赞。

2024年底，乌海市数字孪生水利（一
期）建成，同时成立乌海市水权与信息化
中心。该项目围绕我市水利中心工作，构
建“集约整合、协同互联、共享开放、安全
可信、深度应用”的智慧水利体系，成为我
市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

“系统将全市水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全市各用水企业都能通过系统进行线上水
权交易。同时，从感知体系、基础设施、数
据资源、应用系统和大数据应用融合等方
面打破信息壁垒，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
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应用，促进我
市水利数字化转型。”乌海市水权与信息化
中心副主任哈布热说。

据了解，乌海市数字孪生水利的水资
源管理子系统以“水利+经济”为管水思路，
以“管理数字化”为目标，面向我市全域构
建水资源网状管理体系，纵向实现“市、区、
产业开发区、取用水户”逐级管理、多级应
用的管理链条，横向实现区域、水源、行业、
用途之间的同比、环比分析。

水资源管理子系统已建设完成水资
源一张图，搭载建设用水总量、用水分析、
水资源“3+X”管理、水权交易等14个业
务模块，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提供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保障。

哈布热说：“应用数字孪生技术让管
水用水有了‘科技智囊’。水资源预算核
定、取用水监管、用水分析、地下水管理等
功能深度融合多渠道数据源，迅速检索并
分析海量数据，能识别潜在隐患，帮助我
们更全面、精准地作出决策。”

去年底，我市利用乌海市数字孪生水

利系统分析决策，促成全市首笔“水权贷”
落地。蒙商银行乌海分行、乌海市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乌海蓝益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签订“水权贷”合同，由乌海市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蓝益环保公司通过质押
水权24.62万立方米，贷款500万元，使“水
权”从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转换。

“‘水权贷’是企业以所拥有的取水权
或水权交易鉴证书为质押，向银行申请贷
款的一种新型绿色金融产品。‘水权贷’盘
活了水资源资产，破解了企业资金短缺的
燃眉之急，实现了水生态产品价值可量
化、可变现。”市水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卢
思颖说。

目前，我市累计发放“水权贷”3笔，共
计3000万元。

算法“架桥”治水有力

除水资源管理子系统外，乌海市数字
孪生水利还包括水旱灾害防御子系统，基
于数字孪生平台，生成山洪灾害防御业务
管理全区域、全要素数字孪生场景，具有
超前精准预报、灾害预警发布、防洪模拟
预演等功能，推动洪水灾害防御从“御”到

“预”的转变。
水旱灾害防御子系统以海勃湾区千

里沟、摩尔沟、卡布其沟，乌达区乌尔特
沟、巴音赛河及海南区乌珠林沟、黑龙贵
沟为试点，构建气象、水雨情、河道、防御
区、灾情等8个业务模块，创造空天地一
体化孪生水利数字空间。

“系统可以做到水旱灾害提前预报、
预警、预演，超前推荐防洪措施方案，减少
水旱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卢思颖说。

由人力推算到快速数模推演的“精准
预报”“超前预警”，使全市多部门分散数
据整合为全要素、全过程实时在线监测的

“快速预演”图，为全市山洪灾害防御指挥
调度提供了“历史可回溯，现实可监控，未
来可预知”的综合可视化监测平台，让治
水变“智”水。

乌海市数字孪生水利（一期）的建设，
是我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破解我市水
资源短缺的新路径，也是突破节水瓶颈问
题的新举措，赋能水网调度预测更精准、
决策更智能、响应更高效。

“系统能听懂‘水利话’、能干‘水利事’，
强大的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让它随时对全
市水利方面海量实时数据进行智能分析，结
合人工巡检、视频监控和仪器监测，构建全
天候、多维度的‘天空地水工’动态监测体
系，推动我市水利建设从水利保障发展向水
利引领发展转变。”卢思颖说。

海南区“三北”工程复工

“数字孪生”打造智慧水利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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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滴灌：补农业 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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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农业发展的命脉，乌海
作为一座沙漠交汇处的城市，水
的珍贵性尤为突出。

曾经，我市一头农业用水方
式粗放，一头工业用水紧缺，如
何“破局”？在习近平总书记“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治水思路引领下，我市
把有限的水资源用在“刀刃”上，
亮出节水“答题板”。

工农水脉贯通：
从“浇地”到“浇作物”

“滴灌把水省下了，省下不
就是挣下哩！”3月 10日，乌达
区乌兰淖尔镇农户秦国庆正在
自家的玉米地检查滴灌设备，
计划 4 月开始春耕。田间，细
密的节水管道整齐排布，代替
从前的“明沟漫灌”。

3年前，秦国庆家就已经换
上了节水滴灌设备，而这些设备
是由我市企业投资建设的。

秦国庆算了一笔账，使用节
水滴灌设备后，他家700多亩玉
米地一年节水19万立方米，用他
的话来说，农田节水改造后好处
有三：省人工、增产、省肥。

“节水滴灌设备对我们农户
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又实实在
在的。以前渠灌时，一天至少要
雇4个工人连夜轮轴在地里施
肥、浇水，现在只需控制好阀门，
一个人就能完成所有工作。另
外，节水改造后的水质比以前更
好，还是水肥一体系统。也就是
说，地里上肥不用拿着铲子一点
点铺，肥料顺着水就均匀流到地
里啦！”秦国庆说。

另一边，内蒙古东源生物环
保有限公司也因乌兰淖尔镇的
农业节水改造获益。

“我们通过投资建设农业节
水灌溉项目获得了水权，解决了
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缺水难题。
在生产线上，我们又陆续‘上新’
多个污水处理装置，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循环利用，
实现‘近零排放’。”内蒙古东源
生物环保有限公司工程师王志
利说。

像这样“以工补农，以农哺
工”的“合同节水+水权转让”交
易模式正在我市全面推行——

内蒙古东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6800万元建成农业节水
灌溉工程，让1.25万亩农田实现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改造后的农田每年节约用水约
288万立方米，节约出的274万立
方米水指标流转给企业；

乌达区雨润三禾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引进农业水肥一体化
智能灌溉技术，根据不同作物需
水量在地下不同深度埋设感应
装置，当水渗透到刚好满足作物
生长深度时，滴灌系统自动关
闭，有效减少水资源浪费；

……
“节水技术改造大幅减少了

农业用水中水资源下渗和蒸发流
失，也省去不少人工费用。农业
节约的水通过水权转让方式用于
工业生产，工农业‘水脉’打通，实
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工农业互促
发展的良性循环。”市水务局水利
和水保科负责人张耀夫说。

据了解，我市已实施神华煤
焦水权转让项目，每年可节约
526.83万立方米农业用水指标用
于工业；东源发电水权转让项目，
每年节约288万立方米农业用水
指标；三维公司计划实施海南区
全域农业节水项目，在保障农业
用水的同时满足工业新增用水需
求。

源头管水控水：
从“粗放”到“高效”

乌海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
国人均水平的20%，这一数据折
射出我市水资源短缺现状。

开源亦节流，才能确保水长
流。站在全局思考，我市一手抓
节流、一手抓开源，全力挤出水
资源“发展空间”，实现农业节水
与增效同频、绿色与发展共振。

从前，农业用水实行“按亩收
费、固定计费”，为推进水资源

“审、批、取、供、用、节、排”全链条
节约集约，我市探索推进农业用
水向“按量收费、阶梯计费”转变。

“从源头到田头，我市全程
拧紧‘水龙头’，结合高标准农田
建设，把节水改造与深化农业水
价改革、健全科学灌溉制度体
系、科学调配闲置水指标等结合
起来，让每一滴水在农田中发挥
出最大价值。”张耀夫说。

为了农业用水方式可持续发
展，我市在源头节水上下真功——

我市印发《乌海市农牧业用
水定额管理办法》，加强用水定
额管理，提高农业用水效率。聚
焦水价改革，印发《乌海市农业
水价形成机制实施方案》，指导
三区科学合理定价，三区根据辖
区实际情况，形成《农业灌溉用
水协商定价指导意见》，积极稳

妥制定合理水价，逐步提高农业
用水效率。

以价格杠杆撬动用水习惯
之变，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活起
来、动起来。

我市充分调动农区居民有
偿用水和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出
台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
励办法，明确奖惩机制。2024
年，乌达区获得中央水利发展资
金148万元，用于开展农业水价
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

目前，我市实施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面积累计达12.91万亩，
提前一年超额完成自治区改革
任务。

“我市三区均建立了农业用
水管理、农业水价形成、精准补
贴和节水奖励、工程建设和管护
4项机制，全力推进农业节水增
效。”张耀夫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
粮食安全，一头连着农户增收。
我市着力探索农业节水与高标
准农田建设协同共进——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
我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面
对面、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农作
物春季田间管理。田间地头，技
术人员和农户们一起忙活，检查
节水设施、解决遇到的困难，确
保不耽误农户春耕。

近年来，我市三区农牧水务
部门多措并举抓好农区田间管
理技术指导、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技培训等工作。针对水利基
础设施，安装农业用水计量器
具，因地制宜推广浅埋滴灌、膜
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
术，全力打造节水型设施农业。

2024 年，我市建设 4.36 万
亩高标准农田，覆盖全市所有具
备建设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且
全部采用管道输水和田间滴灌
的高效节水灌溉模式，成为自治
区首个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的盟市。

如今，我市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达0.604，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地处三大沙漠沙地交
汇处的乌海常年干旱少雨，
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人
均水平的20%。对于乌海，
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九
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六个行动”，其中，
节水行动立足我区缺水现
状，指出抓好节水刻不容
缓。近年来，我市实施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向节约
用水要空间、向集约用水
要发展，闯出一条水资源
节约集约安全高效利用的
新路子。

即日起，本版策划推
出“‘节’尽所能 水润乌海
系列报道”，全面展示我市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全
领域、多角度推动用水方
式向节约集约转变的生动
实践和创新探索。

企业节水设施企业节水设施。。

农业节水灌溉农业节水灌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