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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利工程目前在规模扩张和技术创新

上成果显著，但仍需解决设施老化、管理薄弱及

生态协调等深层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河

南省郏县的恒压喷灌工程，目前已超期服役 26

年，仍在稳健运行。这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15 年，

据不完全统计，已累计灌溉面积达 160 万亩，共节

水 4000 万立方米、增产粮食 9000 万斤，综合经济

效益达 4.2亿元，是工程初期投资的 270多倍。

“一个试验工程运行这么多年，不但没有荒

废，还在健康发展，在全国实属罕见。”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

员山仑实地调研考察后说。郏县恒压喷灌工程

如何摆脱“荒废”的宿命，变得越来越有生机和活

力？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郏县恒压灌区，察

水源、看泵站、问管理、访农户，开展深入调查。

健康运行“超长待机”

一条北汝河，在郏县境内从西北向东南蜿蜒

而来，浩浩荡荡。作为淮河的二级支流，北汝河

年均水流量 5.6 亿立方米，但堂街镇的百姓却受

山体影响，一直无福消受。“堂街镇位于郏县紫云

山西麓，成井条件差，在 1984 年以前，耕地基本

是‘望天收’。”郏县恒压喷灌工程运行中心主任

赵晓雅说。

发展恒压喷灌，是我国“六五”期间的重点攻

关课题。1981 年，国家决定建设一座试验工程，

经过实地踏勘、调查和论证，最终选址堂街镇。

1984 年 9 月，郏县恒压喷灌工程竣工，设计灌溉

面积 6397 亩。“这是我国自主设计、自行研发、全

部采用国产设备建设而成的第一座恒压喷灌试

验工程。”赵晓雅说。

清澈的北汝河水被提升至落差近百米高的

蓄水池里，以恒定的水压借助地势自流，前所未

有规模化地浇灌着堂街镇数千亩土地，让这些

“望天收”地块变成了“保收田”。

5月12日，郏县恒压灌区孔湾泵站，4台大功率

水泵火力全开，正向高处一个落差达68米

的蓄水池抽水。泵站管理员尹中利说：“近

来雨水少，很多村民凌晨 4 点就开始浇地。

用水量大，泵站管理的压力也很大。”

郏县恒压喷灌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刘绍

伟今年 50 多岁，工作已有 30 多个年头，练出泵站

管理“听声辨病”的绝活儿，“水泵有故障不用检

查，一听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不仅节能节时，还

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极大提高供水效率。

水利工程有“三分建七分管”的说法。数据

显示，我国约有 30%的水利工程设施因管理维护

不足损坏。在这一工程设计评审阶段，郏县就成

立了恒压喷灌工程管理处，“建设阶段管建设，建

成阶段管维护”。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郏县每年还拨给管护经费。

按 计 划 ，工 程 于 1999 年 达 到 报 废 年 限 。

2001 年后，管网老化、设备冒火、效能衰减⋯⋯恒

压灌区各种问题逐一显现。刘绍伟回忆，当时职

工都把工程当成孩子来爱护。维修经费困难，职

工就亲自干，拉水泥、石子、工具⋯⋯仅农用三轮

车就用坏 3 辆。

2020 年 12 月，郏县恒压喷灌工程管理处更

名为郏县恒压喷灌工程运行中心，财政全额拨

款。他们积极开展灌区标准化管理创建，发展步

入一个更高的台阶。恒压灌区还被评为河南省

4 个标准化管理工程之一。

面对今年的春季旱情，3 月份以来，中心职

工都没休假，连续开展巡检与预防性维护，以降

低故障率。今年以来，工程已累计提水 252 万立

方米，完成浇灌面积 3.6 万亩，有效满足了农作物

生长的用水需求。“有人管与没人管，结果肯定不

一样。这一工程就是全国重视水利工程管护的

典型。”郏县水利局办公室主任李徐燕说。

多方助力持续提升

郏县恒压喷灌工程建成后，有力促进了当地

粮食稳产增产。记者采访看到，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实施。这个总投资

1.2 亿元的国债项目，今年建成后，恒压灌区灌溉

面积将由 6397 亩增至 10.2 万亩，节水能力也将

大幅提升。刘绍伟说，“恒压喷灌工程是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水利问题的民生工程”。

水利工程管护需要钱，地方财政投入又有

限，赵晓雅说，他们有效利用中央、省、市下达抗

旱资金 2808.67 万元，建成堂街镇抗旱应急提水

工程，不仅可满足灌区用水需要，还利用回水段

让两岸环境明显改善。“这是河南利用抗旱资金

建设的第一座橡胶坝工程。”李徐燕说，以水为牵

引，项目把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筹起来。

2006 年以来，灌区先后实施水源泵站技术改

造项目、灌区延伸项目、高效节水示范建设项目

等，累计投入 3800 万元。通过项目实施，当地持

续对恒压喷灌工程开展扩建、改造、升级和换新，

在岁月更替中实现恒压喷灌工程的一次次蝶变

重 生 。“ 工 程 目 前 的 规 模 已 达 到 建 成 初 的 15.9

倍。”赵晓雅说。

“灌区办公地点在村里，加之经费紧张，很多

年轻人留不下来，新老接替问题比较突出。”赵晓

雅说，为此，他们努力在强化设施维护与技术创

新上下功夫：通过加强维护延长工程寿命，力求

避免工程重建的大支出；通过技术升级替代人

力，推广信息化智能灌溉系统；在泵站、田间蓄水

池、主管道和骨干工程主要位

置安装高清摄像头，监控画面

集成在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工程远程控制和监测

管理，让灌区工作管理更加省时高效。

恒压灌区历史上就是优质烟“山儿西烟”主

产区。如今，新发展的自流灌溉区优质烟叶种植

面积已由不足 300 亩扩至 4500 多亩，每亩烟叶收

入也提高至 8000 元至 12000 元；小麦等粮食作物

亩均增产 150 公斤⋯⋯灌区群众收入大幅增加。

节水管护应对挑战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节水是

关键。郏县恒压喷灌工程虽然超期服役，但恒压

灌 区 仍 焕 发 着“ 青 春 ”，灌 溉 水 利 用 系 数 高 达

0.88，节水技术和管理水平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进入灌区，田间铺设的一条条黑色管子，就

像画笔描出的轮廓线，格外引人注目。“微喷管、

滴灌管、渗灌管等节水设备在恒压灌区是标配。”

赵晓雅说。恒压灌区之前是半固定式喷灌，浇一

亩地需用水约 50 立方米。过渡到微喷、滴灌、渗

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模式后，浇一亩地仅用水约

35 立方米。灌区 7.44 万亩耕地，全部实现高效节

水灌溉。

依靠群众是大兴水利的坚实基础。郏县县

长李红民告诉记者，郏县恒压灌区还把群众参与

作为工程管理的重要抓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

性，以形成更广泛的水利工程管理强大合力。

徐石强是堂街镇堂街西村的种地大户，流转

了 200 多亩地，年收入不菲。他对水的感触最

深，“今年春季旱得很，浇不浇水差别太大了”。

打理 200 多亩地，徐石强在浇地上一点也不犯

愁：“协会有排号，轮到时只需将卡轻轻一刷，很

快就能浇完，省时省心省力。”

徐石强所说的协会，全称为堂街镇农民用水

户协会，是郏县恒压灌区借助作为全国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先期试点的契机，于 2015 年在河南首

个探索成立的农民用水自治组织。灌区内用水

户均可成为协会会员。灌区把用水指标下达给

用水户协会，并将田间支管网的日常管护全部

移交。

“最近一个月，协会就维修田间各类管网 60

多次。”堂街镇农民用水户协会副会长张书景

说。在宣传和推广节水技术、调解用水户用水矛

盾等方面，协会也发挥出巨大作用，收到良好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命名为“全国农民用水合

作示范组织”。

目前，像堂街镇农民用水户协会这样的协

会，在灌区共有 3 个。“农民用水户协会的介入，

实现了群众自我管理、自主服务，用水自治的目

的。”赵晓雅说，灌区水利设施管理也呈现出“专

管+协管+户管”相结合的新局面，有效缓解了灌

区面积扩大、运行中心人手紧张的矛盾，确保工

程长期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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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农业丰产丰收，水利是命脉。河南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
区，以水利工程为骨架，通过实施一系列工程，逐渐从“引水难、用水慢”
走向“水源足、灌溉畅”。其中，河南省郏县恒压喷灌工程作为一个试验
工程，超期服役 26 年，仍在健康运行并发挥着巨大效益。当地是如何
实现水利工程的“不老”传奇？

图为郏县恒压喷灌水源泵站。 杜冠甲摄

上海轨道交通磁浮线银联卡闪付过闸的便

捷体验、全国 46 城地铁闸机前游客轻触银联卡

的从容身影、1760 个地市 （县域） 公交车上扫

码支付的快速通行⋯⋯这些场景正悄然勾勒出

中国智慧交通的崭新图景。随着中国银联支付

体系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深度融合，一张智慧出

行网络正加速铺开，让支付便利化作纽带，串

联起城市发展的脉搏与民众生活的幸福感。

深耕小场景
银联“卡码 Pay”激活内外卡出行大便利

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支付需求，特别

是在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交通出行领域，

在国家 《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

利 性 的 意 见》 指 导 下 ， 中 国 银 联 联 合 产 业 各

方，深入推进“锦绣行动 2025”，以“全域、全

场景、全解决方案”为目标，提供符合金融技

术标准要求的银联 IC 卡支付、银联手机闪付、

二维码支付等众多支付选择，助力城市智慧交

通，为本地居民的日常通勤和外地外籍游客旅

游出行提升支付便利性，做好普惠金融惠泽民

生场景。

6 月 14 日起，上海轨道交通磁浮线率先试

点银联卡闪付过闸，支持开通小额免密支付的银

联IC卡、各种符合金融IC卡标准的手机支付直接

刷卡过闸。此次试点采用了“进站消费模式”，即

乘客进站时闸机将快速验证卡片信息并完成实

际扣款。对于银联境内外 IC 卡、银联－Visa 双

标识 IC 卡，系统均通过银联渠道完成扣款，确

保支付流程顺畅，解决了外籍乘客外币兑换、

移动支付注册等难题。未来，将根据试点情况

向全线推广。

早在 2020 年 9 月，北京地铁全线 （含机场

线） 就已全面支持乘客使用云闪付 APP 刷码乘

地铁，同时享受地铁累计优惠，并在开通乘车

码功能的基础上，同年 12 月，北京地铁开通支

持境内外银联卡以及 Apple Pay、Huawei Pay 等

银联手机闪付过闸。乘客无需额外操作，只需

将卡片或手机贴近闸机，即可快速通行。

服务小细节
支付便利化串联城乡智慧交通出行大格局

随 着 我 国 免 签 政 策 和 便 利 措 施 持 续 优 化

扩 容 ， 越 来 越 多 的 外 籍 游 客 来 到 中 国 、 看 见

中 国 、 感 受 中 国 、 了 解 中 国 ， 而 交 通 支 付 的

便 利 性 已 成 为 其 入 境 体 验 的 重 要 一 环 。 除 在

北 京 、 上 海 地 铁 场 景 实 现 外 卡 拍 卡 过 闸 功 能

落 地 、 境 内 外 银 联 卡 可 直 接 拍 卡 通 行 外 ， 为

进 一 步 做 好 境 外 来 华 人 士 的 支 付 服 务 ， 优 化

其 出 行 体 验 ， 中 国 银 联 还 支 持 港 澳 台 地 区 及

境 外 来 华 人 士 使 用 港 澳 居 民 居 住 证 、 回 乡

证 、 台 胞 证 、 台 湾 居 民 居 住 证 、 护 照 、 外 国

人居留证等 6 种证件，在云闪付 APP 内开通地

铁 乘 车 码 ， 这 一 功 能 已 在 北 京 、 上 海 、 广

州、深圳等全国 30 余个城市上线。

在粤港澳大湾区，境内、外银联卡同样为

居民和游客提供便捷的公交、地铁支付服务，

银联乘车码向中银澳门、中银香港等境外钱包

输出，境外来华人士可直接使用此类境外钱包

便捷支付。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乘客可使用银

联卡、云闪付 APP 乘车码或银联手机闪付，轻

松乘坐公共交通。近期，广州和深圳地区还推

出“境外银联卡 5 折乘车优惠”专属活动，广东

全省开展“锦绣粤港澳，畅行大湾区—出行有

礼周周领”活动，广大用户通过云闪付 APP“出

行”入口即可查询并参与。

在上海轨道交通磁浮线试点项目中，银联

卡闪付过闸技术实现了全新的出行体验，高峰

时段通行效率提升 30%以上；在杭州、成都等

旅游城市，银联“卡码 Pay”多元支付方式覆盖

地铁、公交、共享单车全场景；在县域公交场

景中，银联通过“云闪付乘车码”下沉服务，

让偏远地区居民也能享受数字支付的便利。

截至目前，银联“卡码 Pay”支付方式已覆

盖包括北上广深等全国 46 个城市的地铁、1760

个地市 （县域） 的公交。支付便利化的升级，

不仅提升了出行效率，更成中国银联为城市交

通智慧化转型助力的生动注脚。

打通小环节
“支付+交通”撬动智慧出行大生态

联结贯通，众享共行。除了地铁公交出行方

面，中国银联的交通出行服务还广泛覆盖铁路、

航空、自驾出行等领域。

在铁路领域，全国所有高铁车站人工售票窗

口均已支持银联卡受理；在航空领域，国航、东

航、南航、海航、深航、厦航、川航、山航、吉祥航、

春秋航等航空公司 APP，已全面覆盖云闪付控件

支付。其中，东航、南航与银联还开展了航空钱包

的合作，支持 2 家航空公司 APP 在线下银联网络

二维码支付及航空积分抵现。

在自驾出行领域，车主加油方面，中石油、中

石化全国所有油站均已实现银联“卡码 Pay”多元

支付方式受理。与此同时，一方面，“中油好客 e站”

“易捷加油”APP 已上线银联支付产品，支持使用

云闪付 APP 及云网版银行 APP 完成钱包充值，并

在“易捷加油”APP 推出“自动充值”功能；另一方

面，“中油好客 e 站”小程序也已入驻云闪付 APP，

进一步拓展支付服务场景，重点提升国际游客在

华出行的支付便捷性与流畅度。

创新支付一小步 出行便利一大步

从上海“秒过闸机”的磁浮线到县域公交的

便捷出行，交通出行场景支付便利化的背后，是

中国银联继续深入推进“锦绣行动 2025”，携手生

态共建开放、包容、多元、便利支付环境的深度

实践。

银联以匠心为墨、以实干为笔，绘制出一幅

幅支付便利、消费繁荣、智慧交通的生动画卷。未

来，银联将继续秉持“支付为民”理念，深化与产

业各方的合作，推进交通支付服务升级，以支付

为桥梁，连接更多城市交通场景接入银联支付网

络，共同书写支付服务交通领域的新篇章，为境

内外用户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支付体验，为构建高

效、绿色、包容的智慧交通注入银联力量。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广告

点赞智慧交通 银联支付贯通交通场景
磁浮线支付试点成功 “46 城地铁+1760 地市公交”支持银联便捷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