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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引黄古灌区是我国四大古老灌区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灌溉历史。如
今，该灌区范围达8600平方公里，引黄干渠25条，总灌溉面积982万亩。2017年
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的第
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同时也实现了宁夏“世界遗产”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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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塞上江南”的融冰才开
始。在宁夏青铜峡市大坝镇韦桥村，村
里平整好的大片土地，正静静等待着一
年中最重要的时刻——春灌。

青铜峡是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
总长10多公里。自秦汉起，当地先民就
在该峡谷凿渠引水，十余条引黄古渠由
此而发，密织如网，纵横交错，灌溉了广
阔土地，最终逐步发展形成现在的宁夏
引黄古灌区。

黄河从韦桥村的东南方向经过，在
村里那些如血管般的渠道不断延伸的过
程中，“天下黄河富宁夏”得到生动体现。

被动适应自然的“改良”之路

韦桥村素有“汉唐古渠第一村”的美
誉，汉延渠、唐徕渠、大清渠、惠农渠四大
古渠穿境而过。

虽然处于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核心
区，但这里的农业生产条件并非一直得
天独厚。“过去，周边的盐碱地较多，很容
易返碱（土壤底层的盐分上升到地表）。”
年长的村民说。

专家表示，当地盐碱地的形成，既有
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

在雨量少、蒸发强的气候条件下，宁
夏引黄古灌区一带的土壤自古就存在盐
碱化现象。事实上，引黄古渠的作用之
一就是通过引进黄河水来溶解、洗刷盐
碱，改良土壤。然而，由于过去部分区域
大水漫灌、有灌无排，使地下水位升高，

导致盐碱向表土积累，加剧土壤盐碱化。
韦桥村也曾饱受盐碱之苦。“反碱后，

农田表层覆盖着一层白色的颗粒状物质，
人走在上面，会发出碎裂的声音，等到播
种时节，往往需要翻整几遍，才能找到适
合的土层。”韦桥村村民袁东江说。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韦桥村村民
开始大规模垦荒，并对原有的水利设施
进行改造，采取渠灌沟排、井渠结合、暗
管排水以及平整土地、定时耙地等方式，
逐步治理盐碱地，使得引黄古渠系统的
效益发挥得更好。

“治理后的土地，农作物的产量明显
提高。”袁东江说，村里种植的“黑美人”
西瓜采用了大棚种植，产量和品质都很
好。他说，土地能灌能排才能实现高产。

因此，在宁夏引黄古灌区，兴修水利
以利灌排是通用的做法。不少地方通过
升级水利工程，将原来小而散的地块变
成了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渍
能降的连片高标准农田，成为名声在外
的美丽乡村。

主动优化灌区的“改造”之路

随着岁月的变迁，黄河边上现存的
古渠，虽然部分已被冲毁淤废，有的经历
了重修合并，改了名称，但大多数至今仍
在发挥效用。

在宁夏引黄古灌区历史超过100年
的14条古渠中，青铜峡段分布了12条。
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水利工程设施不仅
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效益，
还在当地水利开发建设史上留下了值得
记录的一笔。

以唐徕渠改造为例，它的渠道控水
闸经历了木闸堰、水泥浆砌石闸堰、钢筋
混凝土闸堰的演进；闸门控水方式也经
历了人工插木杠挡闸、人工启闭木闸、自
动远程控制闸门再到测控一体化闸门的
变化历程。如今，宁夏引黄古灌区各支
渠上的许多老式闸门都换成了现代化的
智能闸门，整个灌溉渠系配水系统变得
更加智能化。 （下转08版）

虽位居西部腹地、干旱缺水，但宁
夏沿黄地区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变身

“荒原绿洲”，农田景观丰腴秀美，因此，
宁夏平原也素有“塞上江南”之称。

如今，“塞上江南”田园丰腴，瓜果
飘香。宁夏青铜峡市大坝镇韦桥村村
民袁东江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即便
是在城里安了家，但一到种地、灌水的
时间，他都会赶回村里。在这里，像他
这样的农民不在少数，世代扎根于此，
续写着引黄古灌区的历史，构筑起西部
重要的生态屏障。

如今的韦桥村也变了模样，路宽
了，村美了，人也富裕了。近年来，韦桥
村依托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和黄河水利、生态资源优势，发展农业
观光、农事体验、农耕文化等产业，逐
步走出一条村美业兴的农旅融合发展
之路。

退渔还湿

韦桥村是唐徕渠、大清渠、汉延渠
和惠农渠四大古渠渠首所在地，位于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引黄古灌区
核心区，素有“汉唐古渠第一村”之称。

“宁夏最好的地方就是黄河水浇地，年
种年收，不怕旱也不怕涝，种什么都能
有收成。”袁东江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袁东江成为村里
第一批养鱼的人，申请了11亩鱼塘。
2013年，韦桥村等沿黄地带开始退渔还
湿，恢复生态湿地。“当时我们村约有19
户（养鱼），大概八九十亩鱼塘需要转变
为湿地。”他说。

退渔还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态
修复，如今的鱼塘已变成鸟儿的栖息
地。昔日的鱼塘洼地变成风光旖旎的
湿地后，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鸟
儿也多了起来。“这些鸟之前没有，都是
有了生态湿地后才有的。”宁夏渠首管
理处大坝水利管理所副所长王树华说。

农旅融合

2017年，宁夏引黄古灌区成功列入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并授牌。韦桥
村地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核心区，优渥
的地理位置让村落千百年来受到灌区
福泽，不仅让土地变得丰腴，也让这里
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近年来，韦桥村依托引黄古灌区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和黄河水利、生态资源
优势，发展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农耕文
化等产业，逐步走出一条村美业兴的农
旅融合发展之路。依托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优势，以大坝水利风景区、“四大
古渠”、农耕文化园为核心，整合各类资

源，大力发展农业观光游和汉延唐徕渠
畔休闲农家游。

在当地人的眼里，如今的韦桥村已
变了模样，甚至可以说是大变脸。之前
的土渠土路，通过农田水利和危房改造
早已消失不见。以袁东江为例的当地
村民与黄河的故事不曾间断，沿黄地带
的传奇仍需续写。

“与引黄古灌区重合的沿黄地区是
宁夏自然条件最优越、人文资源最深
厚、民生资源最富集的精华地带。”宁夏
回族自治区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说，未
来，将以宁夏引黄古灌区入选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为契机，科学制定宁夏引黄古
灌区保护利用规划，大力挖掘“塞上江
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加快推进水利现
代化建设，传承水利历史、凝聚水利精
神、弘扬水利文化，推动引黄古灌区在
转型升级发展、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中持续焕发新生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苟春
宋潇 李佳雨摄影报道

一张身份证里的
“黄河往事”

韦桥村，是一个“移民村”，村民大多
是库区移民。他们从前生活在黄河边，
记忆中，黄河水泛滥，泥沙漫灌农田，许
多老一辈村民的童年记忆，都和“水患”
紧密相连。

一份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的
数据显示，全区涉及移民的大中型水库
40座，其中区内25座，区外15座，移民来
自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主要
以集中、后靠和插花等方式安置在22个县
（市、区）121个乡镇、485个行政村、978个
村民小组和宁夏农垦集团公司13个农场，
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韦桥村村民袁东江至今还保留着自
己一张最早的身份证，上面写着他原来的
户口住址——营门滩村，上面还有三个英
文字母“ymt”。他说，是营门滩村的缩写。

袁东江之所以还保留着这张身份
证，一是留作留念，二是有个坐标，让自
己一直记得祖祖辈辈是从何处来。

袁东江的人生轨迹，几乎都离不开
水。小的时候，父亲将他从山里带到黄河
边，1979年初中毕业，他回家务农，学习
如何种庄稼，如何化水为利。等到成家立
业后，他又主动申请了10几亩鱼塘，开始
灌水养鱼，五十岁后，他的工作又和水利
挂钩，作为村里的“放水员”，每到灌溉时
节，他就要忙前忙后。

这几年，已到退休年龄的袁东江过
上了照顾孙子孙女、外出旅游的日子。

实际上，类似袁东江这样在黄河边土
生土长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依水而居，
因水而兴，身份证上的信息变更了几次，
却保留着最初“依山傍水”的生活状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李
佳雨 苟春

古灌区焕发生机

韦桥村农旅融合发展续写沿黄地区传奇

退渔还湿后，韦桥村原来的鱼塘变成了鸟儿的栖息地。

袁东江示范拉闸放水灌溉农田。

宁夏引黄古灌区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