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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灌区工程概况 

人民胜利渠是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自流灌溉工程，也是新中国建

国初期第一批“四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之一。其工程于1949年底开始规划设计，

1950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兴建，1951年3月开工建设，1952年4月12日举

行开闸放水，同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亲临人民胜利渠视察，并亲手摇开了渠首

闸门，滚滚黄河水进入总干渠，标志着新中国治黄事业初战告捷。 

1952年4月12日，原平原省副省长 
罗玉川剪彩 

渠首闸施工现场 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 
     视察人民胜利渠 



     人民胜利渠的建成，结束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历史，

拉开了黄河中下游大规模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的序幕，被誉为

“新中国引黄灌溉第一渠”。 

第一部分      灌区工程概况 



第一部分      灌区工程概况 

任务，受益地区包括新乡、焦作、安阳三市的11个县（区）的57个乡（镇），同时可给

河北、天津等地应急供水，受益人口近千万。 

    人民胜利渠灌区位于

豫北平原。渠首位于黄河

中下游分界处（桃花浴）

下游1.5公里处。渠首设计

流量85m³/s，灌区设计灌

溉面积148.84万亩。人民

胜利渠主要担负着灌区农

业、工业、城市生活、生

态补源供水和灌区排涝等 



第一部分      灌区工程概况 

    灌区工程由灌溉、

排水、机井、沉沙四套工

程系统组成，灌溉系统由

总干、干、支、斗、农5

级固定渠道组成；总干渠

1条，长52.7km，干渠10

条，长151.5km，各种建

筑物4676座；排水系统以

卫河为总承泄区，由干、 

支、斗、农4级河沟组成，实行灌排分设模式；机井系统由13000多眼机井及其相应的

田间工程和低压输配电线路组成；沉沙系统由沉沙池、引、退水渠及其建筑物组成。 



第一部分      灌区工程概况 

    开灌至今，人民胜利渠引水400亿m³，粮食产量是开灌前的10.7倍，社

会效益达450多亿元，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部分       灌区发展历程及成就 

    人民胜利渠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步伐，经过了挫折、发展、壮大的艰辛历

程。七十年来，人民胜利渠既是一部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

国”的治理黄河史，也是一部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水利发展史。人民胜利渠从

最初的争气渠、灌溉渠、生命渠，发展为如今的人文渠、生态渠、幸福渠，一路

走来，硕果累累、功勋卓著。  



第二部分       灌区发展历程及成就 

开展科技攻关，破解灌区难题 一 

实施节水改造，提高供水效能 二 

强化用水管理，增强发展活力 三 

理顺体制机制，促进良性循环 四 

谋划水源工程，改善供水能力 五 

突出文化引领，传承治黄历史 七 

完善信息手段，提升管理水平 六 

持续创先争优 塑造管理形象 八 



开展科技攻关 破解灌区难题 一 

     人民胜利渠灌区1953年成立引黄灌溉试验研究机构。先后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等部门合作，完成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水利科技攻关项目，取

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解决了灌区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 

灌溉系统引配水枢纽工程多微机分布式
远方监控系统研究 

◇ “六五”科技攻关——灌区井渠结合防治土壤盐碱化研究 

◇ “八五”科技攻关——农作物水环境检测预报系统研究 

◇ “七五”科技功关—— 



开展科技攻关 破解灌区难题 一 

 ◆ 开展灌区农作物灌溉耗水规律研究。开展农作物灌溉定额与灌溉制度研

究，为华北地区农作物灌溉定额与灌溉制度的制定提供了祥实的基础试验数据。

清华大学《农田水利》课教书中华北地区作物灌溉制度编制数据采用人民胜利渠

灌区的实验成果至今。 



开展科技攻关 破解灌区难题 一 

 ◆ 开展井渠结合防治土壤次生盐碱化研究。通过碱化盐土改种

水稻、低洼盐碱地沉沙放淤、深挖排水沟并打通排水通道、井渠结合等措

施，使灌区多年的盐碱化问题得到了彻底改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10.3万

亩老盐碱地均变成了高产稳产吨粮田。该研究成果引导人民胜利渠灌区走

上了井渠结合的良性发展道路，开启了灌区合理利用地表水、地下水联合

运用，使灌区水资源综合效益得以充分发挥。 



开展科技攻关 破解灌区难题 一 

  
 ◆ 开展引黄灌区泥沙处理技术研究。通过对灌

区引水泥沙颗粒级配试验分析，将湖泊型沉沙池改为

条型沉沙池，将拦沙率确定为40-45%，既提高了耕地

的利用率，又延长了沉砂池的使用寿命，试验期间共

处理泥沙400万m3, 达到了从源头上拦粗排细的目的。

同时，摸清了各级渠系泥沙的分布规律，研究了不冲

不淤渠道的断面形态和挟沙能力，提出了在多泥沙情

况下实行避沙峰引水，在灌溉期间实行集中供水或井

渠并用的管理模式，将60-70%的细颗粒泥沙输送到田

间，保证了骨干渠系的冲淤平衡，为浑水灌溉提供了

科学依据。 



开展科技攻关 破解灌区难题 一 

◆ 开展灌区综合节水技术研究。以节水、碱淤为中心，从水利措施和农业措施切入

点，开展研究作物灌水技术、作物种植方式等多项研究，把灌、排、路、林、井、电改造

作为基础，在灌区建立了9.2万亩试验示范区， 取得了节水34%，减淤41%，粮棉增产9%的

显著成效。 

该技术在河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50余万亩，为老灌区焕发新生做出了示范引领作用。 



开展科技攻关 破解灌区难题 一 

◆ 开展实用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近几年来

管理局投资近800万元，对灌区试验基地观测试验

设备设施等进行配套及更新改造。同时加大基础研

究，积极引进吸收科技含量高的成熟先进技术，大

力开展实用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显著成效。 



开展科技攻关 破解灌区难题 一 

 七十年来，人民胜利渠在计划用水、井渠结合、沉沙改土、淤灌稻改、盐碱

地治理、防止土壤次生盐碱化、综合节水技术等方面开展科学研究和推广应用，

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中国农业节水科技奖1项，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8项，地厅级科技进步奖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10余

项，发表科技论文、论著230多篇。 

 人民胜利渠引黄灌溉的成功经验，为黄河中下游发展引黄事业提供了有力支

撑，成为了引黄灌溉的一面旗帜。 



开展科技攻关 破解灌区难题 一 

能在这样多泥沙的条件下灌溉，确实是个奇迹。 

(原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 

巴特舒尔茨：   

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它将造福于中国人民。 

(原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经理) 

阿伦•坎迪亚：   

    在黄河下游河道首创破堤建闸以黄河水，灌

区灌溉渠系和排水渠系配套，既灌溉农田，又防

止土地盐碱化还供给城市和工业用水。科学管理，

井渠结合，综合治理旱涝盐淤，成绩卓著。人民

胜利渠成为引黄灌溉的典范。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光斗：  



实施节水改造 提高供水效能 二 

    人民胜利渠管理局抓住国家向水利基础设施

投资的政策机遇，先后五次对灌区工程进行了扩

建和改建，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灌溉、排水工

程体系，使灌区农田基本实现了旱可灌、涝可排，

灌区农业生产条件和水生态环境均得到极大改善。 



实施节水改造 提高供水效能 二 

1999年以来，持续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项目建设，历经16个年度、31期工

程，先后完成了人民胜利渠总干渠、新磁等9

条干渠和分干渠以及重点支渠的节水续建配

套改造，治理了渠首引水渠及排污工程，对

影响灌溉效益发挥的关键性建筑物和部分管

理设施进行了整修改建。截止目前，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累计工程投资34049万元，其中中央投资26880万元，地方配套

7169万元。共完成了骨干渠道改造241.635km；改造各类建筑787座。 



实施节水改造 提高供水效能 二 

灌区改造前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灌区骨干渠系衬砌率达到82.5%，渠系输水

能力和输水安全得到大幅度提高，节水减淤效果明显；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由0.38

提高到0.51，渠系水利用系数由0.45提高到0.61；恢复灌溉面积33.11万亩，改善

灌溉面积84.75万亩，年节水达3900万立方米，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350万公斤。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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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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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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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用水管理 增强发展活力 三 

    严格实行灌区用水计划控制和定额管理

制度、挖掘灌区总体节水潜能、提高用水效

率的同时，管理局以水价改革为突破口，充

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实施增收增效，壮大

经济实力。 

    灌区自1953年开始收取水费，1954年开

始实行计划用水。从1980年国家首次提出水

的商品概念后，水价水平逐步提高，水费收

取率也逐年提高。1981年以前是按亩收费，

以粮食实物收取水费为主；1981年以后实行

按方收费，以货币收取水费为主。 



强化用水管理 增强发展活力 三 

1995年以来，管理局不断深化水价体制改革，抓住政策利好机遇，

主动开展灌区水价成本测算，积极争取河南省发改委、水利厅的支持，

先后于1997年、2006年、2014年对供水水价进行了三次调整。 

 



强化用水管理 增强发展活力 三 

结合灌区工程情况，实施农业用水、非农业用

水分类计量、分价计收，农业用水推行用水协会+

终端水费计收模式；非农用水户采用供水合同管理

模式。不断完善工程计量配套设施，逐步改进用水

计量方式，将供水计量点统一至支渠或斗渠进水口，

实施精准计量。不断加大水费收取力度，促使水费

足额到位。灌区水价改革和收费制度的不断落实，

灌区经济收入逐年递增，年人均水费收入由10年前

的不足6万元增长到现在的19万元。经济收入的持续

增长，为灌区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增添了活力。 



理顺体制机制 促进良性循环 四 

依据国务院水管单位体制改革政策和河南省水管单

位改革实施方案人民胜利渠管理局于2008年全面完成了

水管单位改革，管理局由原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定性为公

益性性事业单位，从而改变了灌区管理人员编制不合理、

人员经费无保障、工程老化失修的历史，形成了管 

理体制顺畅、

管理职责清晰、

岗位设置合理、 

“两费”落实

到位的局面。 

 



理顺体制机制 促进良性循环 四 

    水管单位改革以来，人民胜利渠管理局不断巩固改革成果，持续深化内

部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建立竞争机制，实行竞聘上岗，

推行管养分离，建立考核激励机制，逐年加大维养经费投入，灌区管理水平和

治理能力逐年提升，逐步入了良性运行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谋划水源工程 改善供水能力 五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2013年 

200 20 13 9 4 2 0 0 

400 34 22 20 14 9 5 0 

600 45 36 30 25 19 10 1 

800 60 52 45 37 32 18 6 

1000 80 70 50 44 40 22 10 

黄河花园口同流量下人民胜利渠渠首引水能力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2年黄河小浪底水库投

入运行后，受“调水调沙”调度

运行方式的影响，人民胜利渠引

水口处黄河主河槽逐年下切，灌

区引水条件逐年恶化。2008年引

水困难凸显，在黄河花园口站流

量低于600 m 3/s时，人民胜利渠

引水渠基本脱流，导致人民胜利

渠渠首引水极其困难，成为制约 

人民胜利渠灌区发展的主要瓶颈。面对引水困难的局面，管理局多措并举，主动谋划，分

期规划和推进灌区水源工程改造及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谋划水源工程 改善供水能力 五 

 2012年，投资1200万元，建设渠首浮箱式应急移动泵站，提水最大流

量20 m 3/s，开黄河下游引黄自流灌区建设浮箱式移动泵站的先河。 



谋划水源工程 改善供水能力 五 

 2015年，利用黄河上游桃花峪段出

现横河高水位优势，投资600万元开挖第

二引水渠既桃花峪引水渠工程,结束了人

民胜利渠灌区近七十年单一引水口门的

历史，实现了灌区多口引水、自流与提

灌联合运行的新模式。 

 2017年，在原移动泵站基础上，增建一

处排架式固定泵站，总投资1400万元，设计流

量21 m 3/s。 



谋划水源工程 改善供水能力 五 

2014年以来，主动开展西霞院向人民胜利渠灌区补水对黄河下游河道冲淤

演变分析，催请黄委会及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对黄河张菜园闸进行了安全鉴定，

建议拆除重建张菜园闸黄河穿堤闸（降低闸底板），改造现有渠首水源工程，

取得较快进展。2018年底，张菜园闸列入黄河中下游引黄涵闸改建项目。目

前，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评审，计划2020年开工建设。 



谋划水源工程 改善供水能力 五 

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

程，是从根本解决人民胜利渠引水

困难乃至解决河南豫北地区缺水问

题的一项重大举措。该工程2014年

被列入国务院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2018年列入河南水利“十

大工程”。在水利厅主持下，我局

抽调精兵强将，组建筹建机构，开

展相应前期工作。目前，西霞院水

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已编制完成，计划10月底完成

可研批复，2019年底开工建设。 



完善信息手段  提升管理水平 六 

    2016年以来，人民胜利渠管理局持续投入资金，强力推进灌区信息化建

设。先后投资2200万元完成人民胜利渠灌区防汛抗旱指挥调度系统及灌区信息

化系统建设，并对灌区测量水设施进行了全面改造。 



完善信息手段  提升管理水平 六 

     

   同时，依托管理局信息化综合平台，先后

开发建设了档案信息管理系统、人事信息管理

系统、财务信息管理系统、固定资产二维码信

息管理系统、灌区语音预警预报系统、“OA”

系统等，不断提升信息化在管理工作中的支撑

能力。 



完善信息手段  提升管理水平 六 

     

    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与运行，对实现人民胜利渠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

和精细管理，全面提升灌区管理工作水平，推动 “数字灌区”向“智慧灌

区”转变，加快实现灌区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突出文化引领 传承治黄历史 七 

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亲临人民胜利渠视察，

为人民胜利渠和新中国人民治黄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开灌以来众多国外政要和专家学者曾莅临灌区考

察、参观、访问，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突出文化引领 传承治黄历史 七 

管理局注重挖掘人民胜利渠文化资源，以“记载伟人治水历史、传承千年

治水文化、彰显当代治水成就”为主线，不断丰富人民胜利渠精神和水文化内

涵，创新水文化教育理念，丰富水文化教育内容，提升水文化教育功能，开发

建设人民胜利渠水情教育基地，讲好“黄河故事”，颂扬“治黄精神”，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水文化教育平台，对外开放以来受到社会公众好评。 



突出文化引领 传承治黄历史 七 

 2014年，人民胜利渠暨嘉应观被水利

部评定为第十四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2017年，人民胜利渠被河南省水利厅

公布为河南省首批省级“水情教育基

地”。 



突出文化引领 传承治黄历史 七 

 管理局积极探索水工程与水文化的深度融合，向世人

展示人民胜利渠工程建设成就和治黄文化魅力，取得显著

成效。2019年，被水利部授予第二批“水工程与水文化有

机融合案例”。 

2015年，管理局面向全社会征集人民胜利渠徽标及标识系统，并开展广泛应

用，塑造引黄灌区品牌形象。 



持续创先争优 塑造管理形象 八 

多年来，人胜利渠管理局持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内提

素质、外树形象，先后荣获和保持 “全国先进灌区”、 “全

国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管理单位”、 “省级文明单

位”、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档案一级管理单

位”、 “河南省五一巾帼标兵岗”、 “河南省水利系统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2019年9月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

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指出，“黄河宁，天下

平”。他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

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 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护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

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第三部分       发展思路 



第三部分       发展思路 

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人民胜利渠管理局干部职工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习

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和“十六字”治水

方针为统领、以水利工作“补短板、强监管”总基调及河南省 “四水同治”新思

路为指导，积极践行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努力探索“节水型灌区、生态型灌区、

智慧型灌区、文化型灌区”发展之路，不断促进灌区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快推

进现代化灌区建设管理进程，继续谱写人民胜利渠治黄伟业绚丽华章。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