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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麦第一县的“粮水矛盾”亟待破解
——关于滑县“找水保粮”问题的调查与建议

喻新安  于善甫  魏  征

     ●内容提要
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河南是中国粮食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

1/10，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 1/4，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2023

年，河南克服严重“烂场雨”“华西秋雨”等不利影响，粮食产量达到 1324.9 亿斤，

连续七年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其中秋粮产量 614.8 亿斤、增长 3.3%，增速居

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

但河南粮食生产的隐患不容忽视。最近，我们到素有“豫北粮仓”之称的滑

县调研，了解粮食生产情况及存在的困难，深感形势之严峻，问题之严重，必

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必要措施，协助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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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滑县“粮水矛盾”亟待破解

滑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区域面积 1814 平方公里，人口 150 万，是典型

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滑县常年种植粮食作物300万亩左右，总产30亿斤以上，

连续 30 年稳居全省第一，是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中国小麦第一县。

据滑县农业局统计，1950 年滑县粮食总产仅为 2.54 亿斤，2020 年达到

32.5亿斤，其中调出商品粮26.54亿斤。2023年，滑县粮食种植面积311.66万亩，

亩产 1113.4 斤，总产 34.7 亿斤；其中，小麦 181.27 万亩，比上年增加 0.25

万亩，在遭遇严重天灾情况下，亩产仍达到 1034.8 斤，总产达到 18.76 亿斤，

维护了“中国小麦第一县”的品牌。

调研中发现，在滑县粮食持续丰收的背后，水资源利用已经逼近极限，存

在十分突出的“粮水矛盾”，已到必须高度重视、刻不容缓加以解决的地步。

滑县地处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近年来，由于地下水超采，地表缺少控

制性蓄水工程，可引的补源水有限，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粮食生产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刚性约束，亟需多措并举，拓展水资源空间，缓解日益加深的“粮水

矛盾”，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滑县水资源先天不足。滑县年平均降雨量 624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高达

1784 毫米。人均水资源量仅 187 立方米，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1/2、全国平

均水平的 1/10 ；亩均水资源量仅 101 立方米，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1/3、全

国平均水平的 1/14。

径流年际年内变化大，75% 的降雨集中在 6—9 月，而主要粮食作物小麦

的灌溉用水集中在非汛期，来水过程与需水过程不一致，因此，滑县每生产一

公斤粮食耗费水量，要略高于 0.3 吨的全国平均水平。

滑县水资源严重短缺。据水利部门统计，滑县水资源总量约为 2.01 亿立

方米，而每年用水总量高达 3.44 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 2.42 亿立方米，

占总用水量的 70%。地下水平均年超采量达 9033 万吨，每年水资源缺口 5447

万吨。

由于地下水超采逼近极限，全县每年近 1/10 机井报废，部分苦水区耕地

盐碱化抬头。滑县半坡店是苦水区，每到灌溉高峰期，上游用水量大，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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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了，全村只能从地下抽“苦水”灌溉。群众反映，用黄河水灌溉亩产能达

1400 ～ 1600 斤，若用苦水浇一遍减产到 800 斤，浇三遍甚至要绝收。水资源

短缺，对滑县稳定粮食生产构成现实威胁。

滑县“找水保粮”任务艰巨。滑县干部反映，由于地下水位下降，机井越

打越深，抽水越来越难。据滑县水利部门统计，1979—2021 年，滑县地下水

位因超采从 6 米降至 21.21 米。近十年，全县地下水位下降 4.36 米。有的乡

镇地下水位 10 年下降幅度超过 11 米，小于 30 米的机井几乎绝迹。专业人士

认为，滑县地下水位若持续下降，一旦含水层水资源枯竭，地下水位将直线下

降。与此同时，除“粮水矛盾”外，还有工业、城镇、生态等与粮“争水”。“找

水保粮”，成为滑县稳定粮食生产绕不过去的头号难题。

当地群众认为，如果不能“找水保粮”，尽快缓解“粮水矛盾”，滑县未来

只有两条路，一是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粮食生产陷入困境；二是实施大面积轮

耕休耕。无论哪一条路，作为“中国小麦第一县”，都将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

二、“找水保粮”是重中之重

多年来，滑县想尽各种办法找水、留水、买水。用每年 5080 万吨南水北

调水替换地下饮用水源，尽可能保护地下水。2020 年，滑县仅“买水”就花费

3000 万元，其中引黄河水 1.85 亿吨，远超 1.05 亿吨的用水指标。据调研，解

决滑县“粮水矛盾”，需要在用足黄河水、用好地表水、涵养地下水、节约集

约用水等方面，综合施策，多措并举。

用足黄河水。用足黄河水。滑县现有 2 处引黄调蓄工程，但仅卫南引黄调蓄工程发挥效

益，蓄水库容 480 万立方米，且该工程位于县城西北滑浚（滑县与浚县）交界处，

难以有效解决滑县地下水补源和农业灌溉问题。另一处，滑县黄龙潭引黄调蓄

工程，2021 年已报批一期用地 1600 余亩，二期三期约 3400 亩土地，在三区

三线划定时已经调整为一般耕地。由于该县无耕地后备资源，该工程未能蓄水

投用。

用足黄河水，有赖于大功灌区助力赋能。2008 年省编办批复成立了豫北

局大功分局，负责大功引黄灌区骨干工程统一管理，但至今灌区仍是各自为政，

致使灌区下游用水十分困难。建议省级层面加强督导，真正使大功灌区发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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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效益。

用好地表水。用好地表水。为了留住过境“客水”，滑县在全县修建了 100 多座闸门，

把能留的水全部留住。持续发挥 6 个人工影响天气炮点作用，有效存储雨水。

同时 100% 利用两座日处理 3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流出的中水。努力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狠抓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153.5 万亩，实

现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灌溉全覆盖，夯实了粮食稳产增产基础。滑县计划到

2025 年，再建 50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地表水使用效益。

涵养地下水。涵养地下水。据滑县农业部门统计，近年来，由于地下水超采，滑县共计

报废机井数量约 9040 眼，占全县 4.8 万机井数量的 18.83% ；全县少于 30 米

的机井几乎绝迹，多数机井深在六七十米，涵养地下水任务艰巨。近年来，滑

县大力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南水北调受水区水源置换工程，局部地区地

下水埋深有所回升。建议省级层面持续加大对滑县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和灌

区配套工程建设资金支持力度，缓解地下水超采的严峻形势。

节约集约用水。节约集约用水。滑县坚持节水优先、以水定产，重点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建设，大力推广喷灌、微灌、管

道输水灌溉等高效节水技术，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实现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

据测算，滑县 153.5 万亩高标准农田年节水 1.2 亿立方米左右，有效节约了地

下水资源，减缓了地下水位的下降。建议省级层面持续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

大对产粮大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支持力度，并根据耕地面积大小、产粮多

少等情况，分类制定差异化的投资补助标准。

三、缓解滑县“粮水矛盾”需要多策并举

“找水保粮”，不能也不应该单靠滑县自身的力量，而是需要宏观层面统筹

考虑和安排。短期内，应尽快理顺农业灌区的水源分配协调机制，匹配与粮食

产业相适应的农业和补源用水。由于滑县不直接毗邻黄河，引水需途经其他市

县，引水指标分配不均衡，需要省级层面统筹协调。长远看，应加大对粮食主

产区农业水网空间布局规划和建设的支持力度，考虑到滑县地处华北地下水超

采漏斗区的情况，应规划建设大型人工调蓄和地下水补源工程。

滑县和省市水利部门一致认为，“找水保粮”，缓解滑县“粮水矛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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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需要多策并举，但加快黄龙潭引黄调蓄工程建设，提高引黄调蓄能力，具有

资源节约、效益明显、可行性强的特点，是破解滑县“找水保粮”难题、缓解“粮

水矛盾”的战略举措。

目前滑县引黄补源分配指标为 1.05 亿立方米，根据滑县实际情况和 2035

年远景发展趋势，每年滑县农业灌溉取用黄河水缺口达 1 亿立方米。加快建

设黄龙潭引黄调蓄工程，确保用足用好黄河水，已经刻不容缓。

专家认为，滑县黄龙潭引黄调蓄工程，利用黄河故道封闭型坑洼实施调蓄，

占用耕地少，工程量小、库容大。如果利用好该工程，在非灌溉期加大黄河水

引黄调蓄、引水补源力度，在汛期加大黄河洪水资源化利用力度，将能有效解

决滑县“找水保粮”难题。

滑县黄龙潭引黄调蓄工程项目，是黄河故道决溢冲刷形成的封闭型洼坑。

已于 2014 年 7 月被河南省发改委、水利厅纳入省引黄调蓄工程建设总体安排，

规划总库容 1280 万立方米，总占地 6000 亩，灌溉面积 24.7 万亩。2018 年，

滑县已结合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开展了该项目部分工程建设，但由于涉及

4620.30 亩耕地（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2756.59 亩）使用问题暂时搁置。2019 年 4

月，黄龙潭引黄调蓄工程又被河南省政府确定为全省 35 个重点引黄能力提升

工程之一。无疑，推进该工程落地，属于“省之要者”，省市县和有关部门应

该紧密合作，协同发力。

建议河南省发改、水利、农业、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要从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的指示

精神，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战略高度，把提高滑县引黄调蓄能力，推进黄

龙潭引黄调蓄工程建设，帮助中国小麦第一县“找水保粮”提上重要日程。特

别是建议省级层面，想方设法，给予黄龙潭引黄调蓄工程耕地指标、用地报批

政策、用地计划、占补平衡指标以及征地补偿费等支持，尽最大努力，加快推

进黄龙潭引黄调蓄工程建设，使这一利国利民的惠农工程项目得以落地见效。

2024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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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郑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发布了《2023 年郑州经济运

行情况》，披露的大量数据和基本情况，与人们的期望、体验和感觉比较吻合。

总的看，2023年是郑州经济社会逆势发展出圈出彩的一年，是以“四个高地”

建设为重点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的一年，是郑州市担负“当好国

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责任使命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

回望 2023 年郑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有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一是经济增速领跑九个国家中心城市。一是经济增速领跑九个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的

“塔尖”，其功能作用是“代表国家形象、参与国际竞争、引领区域发展”，目

前国家布局设立的九个国家中心城市，是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高地的象征。据

统计，2023 年，郑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 13617.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7.4%。在九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居于前列，与同为国家中心城市、有

更大可比性的成都（增速为 6.00%）、武汉（增速为 5.70%）、广州（增速为 4.60%）、

西安（增速为 5.20%）等省会城市相比，郑州 7.4% 的增长速度堪称“加速度”“超

常规”。（见表 1）当然，郑州 7.4% 的经济增速，远远高于河南全省（初核 4.1%）

和全国（初核 5.2%）的经济增速，为河南经济持续向好和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

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

表1  2023年国家中心城市GDP增速表1  2023年国家中心城市GDP增速

地区 GDP数值(单位:亿元) 增速

郑州 13617.80 7.40%

重庆 30145.79 6.10%

成都 22074.70 6.00%

武汉 20011.65 5.70%

北京 43760.70 5.20%

西安 12010.76 5.20%

郑州逆势发展出圈出彩不负众望
喻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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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GDP数值(单位:亿元) 增速

上海 47218.66 5.00%

广州 30355.73 4.60%

天津 16737.30 4.3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城市统计局

二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全面性均衡性。二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全面性均衡性。2023 年，郑州市粮食总产量

141.78 万吨，同比增长 2.9%，这是在遭遇天灾情况下取得的成绩，殊为不

易。工业发挥了顶梁柱作用，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服

务业快速发展。10 大行业门类全部实现增长，1—11 月，全市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投资同比增长6.8%。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623.1 亿元，同比增长 7.7%。

就是说，2023 年郑州市的农业、工业、三产、投资、消费这些国民经济的

主要领域，没有“掉链子”，实现了全面增长、均衡增长。

三是新产业新动能发挥了顶托作用。三是新产业新动能发挥了顶托作用。数据显示，2023 年郑州新产业培育

效应突出，新经济迅速崛起。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3.6%、67.0% 和 12.0%。规

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2023 年分别

同比增长 17.2%、13.8%、13.6%。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2023 年，郑州市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75.9%、

22.1%。

四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正在得到缓解。四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正在得到缓解。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全社会

经济良性运行的一大痛点。从 2023 年郑州商品需求情况看，这一问题正在

缓解和得到解决。从商品类别看，郑州限额以上单位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

售额增长 53.4%，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增长 29.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零售额增长 25.4%，汽车类零售额增长 21.6%，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82.0%。从城乡商品消费看，城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7.6%、7.8%，

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3.9%。

五是经济增长与民生保障保持基本同步。五是经济增长与民生保障保持基本同步。2023 年，郑州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1519.6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民生支出1098.7亿元，同比增长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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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72.3%，体现了民生为重，以及增长为民、发展为

民的指导思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2023 年，全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43784.7 元，同比增长 6.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739.7 元，

增长 5.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383.0 元，增长 7.6%。

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以国家

中心城市为代表的大型特大型城市之间的竞争更是如此。郑州市 2023 年的

出圈出彩已经翻篇，应以归零的心态重整旗鼓再出发，以决战的姿态凝心聚

力攀高峰。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期望郑州市深入贯

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郑州市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咬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

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 以上等主要经济目标，以“人一之、我十之”

的拼抢劲头，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坚定信心，真

抓实干，努力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提质进位，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和中原出

彩勇挑大梁、再建新功。

2024 年 2 月 6 日

这几天，关于湖南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新闻冲上热搜，湖

南各级各部门迅速掀起大讨论热潮的资讯广泛传播，对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

的背景、意义及走向的议论和揣测也在升温。

2024 年 2 月 18 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省委书记部署，全省开展解放

思想大讨论，背后有深意》。其实，在中国，“解放思想”不是新概念，“解放

思想大讨论”也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动解放思想的活动数不胜数。

仅进入新时代以来，省级层面组织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就有不少。譬如，2018

年 4 月 28 日，在江苏全省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对

为什么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引发广泛关注
喻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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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全省发出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动员令”。湖北一知名专家说，四年前湖

北省委搞过一次“思想破冰”，“但疫情来了，任务变了，人也换了，最后不了

了之”。2023 年 7 月 14 日，安徽省党政代表团赴沪苏浙学习考察总结交流会

召开，省委书记韩俊提到，安徽省要围绕思想大解放、环境大优化、能力大提

升、作风大转变、任务大落实和“六破六立”，开展全省大讨论。

那么，时下湖南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为什么引起了广泛关注呢？想

一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湖南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

理，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从“发展

是硬道理”到“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是发展理念的重大提

升。《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进一步解开束缚、打开视野、

放开手脚。敢闯敢试、大胆创新，聚焦到破解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

上。”湖南省委这一要求，在其他地区也是适用的，因而引起了共鸣。

二是，湖南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重点解决领导干部提高学习力、分

析力和执行力，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通知》提出：“及时纠正思想、理念、

作风、行动偏差，进一步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引领

党员干部政绩观之变、能力之变，提升狠抓落实的本领。”因此，要克服“不顾

风险乱举债、盲目跟风上项目、好大喜功铺摊子的路径依赖”，“不怕群众不满意、

就怕领导不注意”的“唯上”思维，“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躺平”思想。

这个“重点”靶向性强，符合干部队伍实际，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三是，湖南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注重破解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

思想认识和瓶颈制约，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通知》提出，“从思想深处

解决好顾此失彼、片面发展的思想观念，树牢系统的发展观念和科学的施政理

念”，“紧盯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瓶

颈制约”，“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努力打破‘不可以’的旧观念，勇于创造‘不可能’

的新奇迹”，“突出守好民生底线、生态环境底线、安全生产底线、社会稳定底

线”。这些都切中时弊，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四是，湖南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不是空对空扯闲篇，而是要解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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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通知》提出：在全省重

点组织开展牵引性强、覆盖面广的五大主题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开展

“跳出湖南看湖南——解放思想大家谈”活动；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开展

“起跑就加速、开局即冲刺”大抓落实活动；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牵头组织开展“链长到一线”活动；由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湘里乡情

话发展——与湘商面对面”活动；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组织开展“献策湖南”

金点子征集活动。这样的部署，虚实结合，上下联动，容易调动方方面面的积

极性。

五是，湖南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着眼大力营造尊重改革、鼓励探索、

宽容失误的社会氛围，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通知》提出：大力营造尊

重改革、鼓励探索、宽容失误的社会氛围，从思想深处破除四平八稳搞建设、

按部就班求发展的惯性思维，引导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向改革要思路、向创新要

办法。中央早就要求和强调，“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四个“敢”应时而提，导向鲜明。但在实践中，“敢”的问题还未很好解决。湖

南省把解放思想与营造尊重改革、鼓励探索、宽容失误的社会氛围相结合，无

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一些同志认为，对湖南此举不宜过度解读，也是对的。毕竟，湖南

省此次组织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主要还是聚焦一省范围内的发展障碍、发

展路径，解决既定条件下如何运作如何执行的问题，虽然引起了广泛关注，对

其他地方有借鉴价值，但过分拔高和揣测是没有道理的。

按照计划，湖南省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主要集中在县处级以上单

位开展，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相衔接，自

2024 年 2 月上旬启动，3 月下旬基本结束。既然是牵动面广泛的“大讨论”，

首先要有畅所欲言、平等交流、热烈踊跃的讨论气氛，有鼓励说真话、吐真言，

允许说错话的适宜环境。

另外，既然是“解放思想大讨论”，讨论中还会遇到一些难点：譬如，统

一思想与解放思想的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在统一思想的情况下解放思想？譬如，

“解放思想大讨论”有没有“禁区”，是在设定的框框内讨论问题，还是坚持问

题导向，只要有利于发展，鼓励开动脑筋，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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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譬如，对一些敏感问题可不可以讨论甚至追根溯源，如为什么官僚主义形式

主义久治不愈，为什么反腐防腐投入巨大效果不尽人意，为什么文风会风问题

多多难以纠正？解决这些问题对促进高质量发展有哪些作用，等等。

相信湖南省“解放思想大讨论”能够破难前行，坚持正确的导向，达到预

期的目的。期望湖南省“解放思想大讨论”结出丰硕的思想果实，对其他地区

乃至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鲜的有

益的经验。

2024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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