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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 

努力推动灌区工作上新台阶 

湖南省双牌水库管理局 

（2019 年 10月 17 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根据会议安排，下面我就湖南省双牌灌区的建设发展作如

下汇报。 

一、基本情况 

湖南省双牌水库管理局位于永州市零陵区境内，其前身是

1967 年 4 月成立的双牌灌区工程管理局，之后先后更名零陵

地区双牌右干渠管理所革委会、双牌灌区工程管理局。1981

年 6 月，正式成立湖南省双牌水库管理局，为湖南省水利厅直

属管理单位。1988 年人事权下放到原零陵行署（现永州市政

府）。2014年永州市委编办明确我局为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实行永州市政府管人事、省里管经费的双重管理体制，其

主要职责是负责双牌灌区干渠工程的建设、管理和维护等工作。

目前，局机关设 6 个科室，基层设 8 个管理所和 1 个灌溉试验

站，核定人员编制 123名，现有在职人员 100人，其中大专以

上学历 87人，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 35人。 

我局负责管理的双牌灌区是永州市目前唯一的大型灌区。

双牌灌区于 1966年建成投用，现有主干渠 1条长 96 公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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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16 条共长 329 公里。工程设计引用流量 25m
3
/s，灌溉范围

涵盖 4县区 19个乡镇 371个行政村和 3个国营场所 32.5万亩

农田，受益人口近 40 万人。 

二、建国 70 年来的主要成就 

1.紧抓干渠提质改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升。

双牌灌区由最初屈指可数的几条渠道发展到现在 17 条主支渠

道共 400 余公里的规模，离不开一代代灌区人的艰辛付出。尤

其在 1999年至 2008 年期间，双牌水库管理局抢抓机遇，连续

10 年 13 批次被列入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累计获得国家计划投资 1.53 亿元，先后完成骨干渠道防渗衬

砌 210公里，改造建筑物 278座，解决险工隐患 136 处，新建

信息采集点 62 处。通过数十年的投入、改造，灌区基础工程

得到了根本改变，输供水能力显著增强，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

提升。与建渠初期相比，渠首引水流量由 15m
3
/s提高到 25m

3
/s；

干渠水利用系数由 0.5提高到 0.82，输水时间从 52 小时缩短

到 36 小时；年供水量由 1 亿 m
3
增加到 2.4 亿 m

3
，相当于新建

了 14个中型水库。灌溉受益面积由 17万亩提高到 32.5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 24万亩，农作物年增产 4000多万公斤，产生的

经济效益达 12000 多万元。因灌溉水源充足，水事纠纷急剧减

少，多年来从未因争水发生纠纷械斗事件，促进了社会和谐稳

定。 

2.坚持科学规范管理，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3 
 

保障农业用水是灌区的初心和使命。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把保

障农业灌溉、维护用水户利益摆在突出位置，依法管水，科学

调度。一是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以目标管理责任制为抓

手，实行干渠由管理局、支渠由支渠管理所、斗农毛渠由乡镇

村组负责的分级管理模式，突出抓好隐患观测与防范。同时，

采取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方式，聘请当地村民为护渠员、联络

员，实行隐患举报奖励政策，确保了工程运行安全。二是建立

信息化管理体系。更新管理服务理念，由传统的以供水管理为

主转向以需水管理为主。每年开关水闸前都深入乡镇、村组和

农户走访调研，采集具体数据，根据实际需求提前开闸放水或

延期关闸停水。同时，建立了闸门遥测遥控和水情雨情自动测

报系统，防灾、节水效果明显。据统计，1966年至 2019年期

间，干渠累计引水量 112 亿 m
3
,年平均供水量超过 2.1 亿 m

3
,

恢复和新增灌溉面积 9.2 万亩，因灌溉因素年均增产粮食   

3200万公斤，年均抗旱减灾效益 8000多万元，有力支持了灌

区经济社会发展。其中，2013 年的大旱期间，干渠运行 20m
3
/s

以上大流量累计达 83 天，运行 24.2m
3
/s的历史最大流量达 36

天，有效灌溉面积达 31.8 万亩，均刷新了历史纪录，得到了

灌区群众高度赞誉。 

3.深化机构体制改革，提升了全体干部职工的工作活力。

以改革破困局，以改革谋发展。我局以事业单位改革为契机，

积极争取编制、财政等部门的支持。2014 年，我局由差额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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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准公益性事业单位转为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从财

政体制上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2016 年，省财政厅将

我局纳入了财政全额预算管理。同时，省人社厅将我局纳入省

级统筹，退休人员首次纳入了省社保管理，进一步激发了干部

职工的工作激情。 

4.关注基层工作环境，努力加大基层基础性建设投入。

干渠沿线管理所办公用房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兴建，破烂不堪。

经过努力争取，2013 年我局获得了大型灌区危旧房 500 万的

改造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569万元，完成 7个所站的维修改造、

9 个所站的绿化亮化美化，基层所站一改过去老化破旧的面貌，

变成了红花绿树相映的花园式单位。 

三、生态风景灌区探索与成效 

双牌灌区地处丘陵地带，沿渠地质地形复杂，山体滑坡、

山洪地质灾害频发，生态十分脆弱。2012 年以来，我局贯彻

落实水利部的治水新思路，结合实际，提出了建设“节水效益

灌区、生态风景灌区、安全和谐灌区、文明示范灌区”发展

目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六大规划理念。即“大

灌区”的理念、“大管理”的理念、“大安全”的理念、“大协

同”的理念、“大文化”的理念、“大效应”的理念。为此，我

们从实际出发，将打造生态风景灌区作为建设水利综合体的探

索和尝试，作为灌区现代化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1、建造基地。为了给生态风景灌区提供充足的苗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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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考虑到市场苗木成本太高，我们从 2012 年开始，就利用基

层管理所的空地进行育苗，后来为了扩大规模，又租了 500

亩荒山，将之改造为苗圃。通过几年的培育发展，目前基地现

有各类苗木近 500 万株，为建设生态风景灌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2、优选品种。适宜南方种植的花卉苗木有很多，关键要

选投入少、成本低、成景快、效益高的品种。经过深入考察，

2014 年初，我们与湖南省林科院合作，引进了“三红”紫薇

这个新品种。“三红”紫薇（红火箭、红火球和红叶）具有花

期长、花色艳丽、成活率高、管理成本低、市场前景广阔等优

势，其花期远超其他花卉，最长可达 120天，俗称“百日红”，

尤其成景快，当年种，当年就可以成景，所以我们将它确定为

建设生态风景灌区的首选品种。 

3、办好示范。我们将 96公里干渠作为建设生态风景灌区

的主战场，准备打造世界最长的紫薇花海——“百里花果生态

风光带”，项目计划总投资 5.5 亿元。2017 年，我们在零陵

区选择了 20 公里渠段作为示范段，争取了市委、市政府和当

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当年被列入全市重点投资项目。通过整

合当地政府的各类项目资金，共完成投资近 1亿元，建成了目

前国内最长的紫薇花海，总长 15 公里，其中两条紫薇长龙共

长 5 公里，为国内之最。两边渠堤上栽种了近 200 万株各类花

卉苗木，其中“三红”紫薇 150多万株。火红的紫薇花海与蓝

天、碧水、绿树交相辉映，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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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光带”示范段已成为了“永州之野”精品旅游线路

之一，成为了我们双牌灌区的一张名片。 

几年的探索实践证明，打造现代化生态风景灌区，既有利

于灌区工程维护，又促进了水利旅游经济发展，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初显成效。 

从经济效益看，实现了全方位增收。已建成的 500 亩苗木

基地和“生态风光带”示范段，栽种的 700万株花木，现在市

值已达 1 个亿，五年后还将翻番，相当于建了一个“绿色银

行”。项目撬动了相关政策，当地政府整合了农林、水利、交

通、旅游等各类项目资金 1个多亿，投入到“风光带”所在区

域。拉动了农业产业发展。近几年流转土地 1万多亩，吸纳社

会资金 3 亿多元，陆续建成了千亩甜梨、千亩蜜桃、千亩西瓜

以及水产养殖、特种动物养殖等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了

农民致富，每年来“生态风光带”的游客达十多万人次，带动

当地农民就业 3000 人以上，给当地农民增加收入 5000万元以

上，直接带动了沿线 280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 

从生态效益看，实现了全干渠增绿。过去滑坡、塌方及山

洪地质灾害频发，现在花木栽种在渠堤上，对于防止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作用巨大，有利于维护工程安全，滑坡塌方减少

了，渠道清淤减少了，灌区防灾抗灾的能力明显增强。灌区老

百姓护绿植绿、护渠爱渠的自觉意识也上来了，农村面源污染

得到了根本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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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效益看，实现了全灌区增彩。我们灌区生态风景建

设，辐射带动了灌区和周边区域农业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乡村

旅游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一些新

兴市场主体纷纷到灌区发展特色种养业、加工业、休闲业，灌

区的山林土地流转十分抢手，仅土地流转租金每年给当地群众

增加收入 1000 万元以上。由湖南省后湖国际投资建设的马坝

稻田社区农学旅平台，在原来 3栋孤立的旧建筑基础上，创造

性改建稻田美术馆、稻田艺术学校、稻田咖啡休闲馆、稻田艺

术餐厅、艺术客栈、百年青石老屋艺术鉴赏园，己经成为市内

外游客周未度假休闲“网红打卡地”。 

在祖国七十华诞之际，站在新起点的双牌灌区更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努力推动灌区工作上新 

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