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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农业合作项目霍城项目区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第一章 总  论 

1.1项目提要 

项目名称：中国以色列旱作节水农业合作项目霍城项目区建

设项目。 

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建设单位： 

项目建设地点：霍城县清水河镇、三宫乡、良繁中心、三道

河乡、兰干乡、水定镇。 

项目负责人： 

项目编制承担单位：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工程咨询评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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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制承担单位负责人： 

1.2 项目由来 

以色列是世界上节水灌溉节水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具有节

水先进，土壤成本相对较低，节本增效显著，适宜大面积示范推

广普及应用。根据农业部《全国旱作节水农业发展建设规划

（2011---2015年）》中要求：“旱作节水农业的核心是综合运用

生物、农艺、农机、田间工程及信息管理等技术措施，充分集蓄

降水，最大限度提高降水保蓄率、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

农业高产高效、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同步改善”。

为此，自治区农业厅安排了中国以色列旱作节水农业示范项目霍

城示范区建设项目。 

霍城县是自治区农业大县，也是全疆 25 个严重缺水县之一。

每年因水资源严重短缺致使农业减产 15-30%，严重制约了现代

农业生产的发展，建立节水型农业，已成为当务之急。抓紧抓好

推广使用节水灌溉技术，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的一种有效的措施。霍城县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县，

近几年，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生产逐年上台阶。但是，农

业生产仍然存在水资源短缺，生产经营条件差，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不配套，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问题。实行科学灌溉可有效保持土

壤中水、肥、气、热的良好状态，具有省水、省工、节能、节肥、

增产增收等诸多优点。从而发挥农业高产高效、可持续发展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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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同步改善的示范作用。为此，霍城县委托自治区发改委

工程咨询评审中心结合我县农业实际情况，按照国家有关产业政

策、法规，编制了《中国以色列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工程建设项目

霍城项目区可行性研究报告》。 

1.3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 

1.3.1 建设规模 

建设旱作节水滴灌现代农业示范工程示范项目区一个，示

范面积 10 万亩。其中，种植玉米 5 万亩，甜菜 2 万亩，棉花 2

万亩，加工西红柿 1万亩。。 

1.3.2、建设内容 

——建设冬小麦旱作节水滴灌农业示范工程示范项目区面

积 10 万亩。其中，建设玉米旱作节水滴灌农业示范工程示范项

目区 5 万亩。建设甜菜旱作节水滴灌农业示范工程示范项目区面

积 2 万亩。建设棉花旱作节水滴灌农业示范工程示范项目区面积

2万亩，建设加工西红柿面积 1 万亩。 

——旱作节水滴灌农业技术服务站建设。建设霍城县旱作节

水滴灌工程技术服务中心 1 个，建设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建

设霍城县旱作节水滴灌工程技术乡级服务站 4 个，分别是：清水

河镇旱作节水滴灌工程技术服务站；三宫乡旱作节水滴灌工程技

术服务站；三道河乡旱作节水滴灌工程技术服务站；兰干乡旱作

节水滴灌工程技术服务站；每个滴灌工程技术服务站建设占地面

积 0.5 万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其中，每个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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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服务站材料库房面积 3500 平方米。办公室、培训室 1500

平方米。 

——建设旱作节水滴灌工程建设服务站 5 个：县级服务站

1个，乡级服务站 4 个。每个服务站配套建设材料库房等设施。 

——建设项目区滴灌机井 100 口。 

——购臵交通工具：汽车 10 辆。 

——培训旱作节水滴灌工程专业技术员 50 人。 

1.4.滴灌工程技术方案 

项目建设采用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技术。同时，结合农艺、

生物措施采用秸杆还田、平衡施肥技术、增施优质有机肥等技术。

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发挥项目示范作用，达到农业生产降

耗，农业增收目的。 

1.5 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1.5.1 投资估算 

项目建设总投资人民币 13000 万元（约合 2000 万美元），其

中： 

——建设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技术示范面积 10 万亩，每亩

500 元，建设投资 5000 万元。 

——建设霍城县旱作节水滴灌工程技术培训服务中心 1个，

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投资 2000 万元。建设霍城县旱作节水

滴灌工程技术乡级服务站 4 个，每个滴灌工程技术服务站投资

500 万元,建筑面积 0.5 万平方米（含购臵车辆 10 辆费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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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万元。合计 4000 万元。 

——项目区每1000亩滴灌面积大机井1口，合计打井100口，

每口机井建设费 20 万元，计 2000 万元。 

——项目勘察设计费 100 万元；工程监理费 100 万元；建设

单位管理费 100 万元。购臵交通工具：汽车 10 辆（项目建设服

务车 5 辆，后勤保障车 5 辆），每辆汽车 20 万元，计 200 万元。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00 万元。项目基本预备费用 500 万元。以色

列旱作节水滴灌工程技术专家聘请费 800 万元。项目前期费 100

万元。计 2000 万元。 

1.5.2 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申请财政部投资 13000 万元（约合 2000 万美元）

（以色列政府项目贷款）。 

1.5.3 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期 2011 ——年。每年 2.5-3.0 万亩。 

1.6 项目编制依据 

文件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10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

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 号）； 

——农业部办公厅《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规划（200x

—200x 年）》； 

——农业部《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 

——《国家十二五农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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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全 国旱作节水 农业发展建 设规划》

（2011-2015）； 

——《新疆农业产业化发展目标纲要（2011-2015）》。 

资料依据： 

——《霍城年鉴》（2001－2008）； 

——《霍城县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2011-2015）； 

——《霍城县国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农业部分）。 

——2001 年国家计委颁布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指

南（试用版）》；（计办投资„ 2001‟53 号）； 

——2001 年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出版的《建设项目经济评

价的方法和参数（第三版）》（发改投资„ 2001‟25 号）。 

——《新疆建筑工程估算指标》和现行市场建筑材料价格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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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建设背景与必要性 

2.1.项目建设背景 

新疆是地处我国大西北，属大陆性荒漠气候，水资源是制约

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节水，节水灌溉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战略的具体体

现。新疆是水资源紧缺的地区，霍城县年降雨量在 140-340 毫

米，我县十年九旱，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而不稳的局面。利用有

限的水资源提高农业产量，是发展我县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建

立节水型农业，已成为我县发展农业的当务之急。抓紧抓好推广

使用以色列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是加强我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我县农业生产有较大

发展。但是，我县农业仍然存在水资源短缺，生产经营条件差，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问题。实行科学灌

溉可有效保持土壤中水、肥、气、热等各相的良好状态，具有省

水、省工、节能、节肥、增产增收等优势。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

工程技术农业示范区在我县大面积建设应用，对于促进我县农业

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2.2、项目建设必要性 

2.2.1 中以旱作节水滴灌项目工程的建设，是发展我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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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需要。美国是世界上农业很发达的国家之一。节水农业在

美国西部农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西部是干旱地区，雨水

少，类似于我国的西北地区，这里的旱作农业十分发达。种植园

普遍自动喷灌、滴灌和渗灌的方式灌溉和输送营养液。美国农业

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现代农业只有依靠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农业才有

先进的装备设施、先进的生产管理，劳动者自身的技

术素质才能得以提高。由单纯地依靠资源的外延开发，

转到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持续发展能力上来。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物质和资金利用率来实现农业增

长。由完全自给自足(自我消费 )为目标的农业向完全

形成商品 (社会消费 )为目标的农业过渡。由现代农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完善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和

农产品销售市场体系，实现农业资源合理配置。 

现代农业的目标是提高土地产出率；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产品商品率；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的社会、经济

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11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

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1‟1 号）指出 ：“推进大中型

灌区田间工程和小型灌区节水改造，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因

地制宜修建小微型抗旱水源工程，发展牧区水利。加强重要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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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配套灌区建设”。我国总水量分布在世界排名第 6 位，但

人均占有量却在世界排 83 位。我县年降雨量少，水资源分布极

不平衡，干旱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好

有限的水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益是十分重要的。要解决好

这一突出矛盾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发展节水型农业，推广以色

列旱作节水滴灌溉技术。我县建设旱作节水农业，实质是发展农

业生产力，提高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中以旱作节水滴灌技术农

业示范工程项目在我县建成后，可以发挥示范作用。 

2.2.2 项目建设是进一步改善我县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 

     霍城县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缺水严重，干旱缺水成为农业

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造成了自然条件的严重恶化。通过节水灌

溉技术既可以根据作物不同生长期的需水要求适时、适量地进行

科学灌溉，做到灌水均匀，土壤不板结，保土保肥，避免水土流

失，减少水资源、化肥、农药的用量。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达

到既节约水资源，又提高水资源经济效益，同时，可以改善生态

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

件，使农业灌溉用水经营管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2.2.3 项目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途径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主要由耕地数量、基础地力、品种增产潜

力、科技支撑、装备水平、防灾抗灾及资源环境保障等能力决定

的。霍城县建设中以旱作节水滴灌技术农业示范工程项目，一是

通过实施保护性耕作，少耕或免耕，减少田间作业次数，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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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耕地的碾压，增强土壤通透性，建立土壤水库，蓄水保墒，秋

雨春用、春旱秋防，抗旱防涝。项目建设改善田间小气候和作物

生理状态，减轻水土流失，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增加农业科技含

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旱作物整体生产能力和效益。二是通过

旱作节水农业的示范作用，对农民进行科技示范和科技培训，推

广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农业新技术，既可恢复和改善农业基础设

施状况，也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

益，使先进的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农业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实

现我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2.4 项目建设是促进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际需要 

中以旱作节水滴灌技术农业示范工程项目霍城项目区的建

设，可有效地降低我县农业生产成本，为增加农业经济效益和农

民收入提供技术支撑。项目建设发挥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技术优

势，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进而提高

农业比较效益，对于建设农业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2.2.5 项目单位概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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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分析 

3.1.粮食市场分析 

玉米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主要用途是食品工业加工

和动物饲料。我县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恒辉玉米淀粉加工厂，

每年需要玉米原料 3万吨。在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

的今天，玉米是首选的原料，我县农区畜牧业有牲畜 24 万头

（只），需要 8000-10000 吨玉米作饲料。同时，我县玉米远销关

内和出口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玉米市场空间很大。 

3.2.甜菜市场分析 

食糖是人们必须的生活资料，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区主

要以生产甜菜糖为主，霍城县境内有四方糖业伊犁糖厂和绿化糖

厂，每年需要甜菜原料 100 万吨。糖厂原料市场需求很大。 

3.3.棉花市场分析 

棉花是人们必须的生活资料，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县棉

花面积每年 5万亩，棉花市场产销两旺。 

    3.4 加工西红柿市场分析 

       霍城县每年种植加工西红柿1 万亩，我县有杰宇西红柿加

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年加工能力10 万吨，目前，生产的加工

西红柿不能满足生产加工的需要，滴灌加工西红柿项目投产后，

可以完全满足我县杰宇西红柿企业生产加工的需要。西红柿酱主

要出口到欧美国际市场，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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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区概况 

4.1.、项目区自然资源概况 

4.1.1 地理位臵及范围 

霍城县地理坐标东经 80°11′—81°24′，北纬 43°39′

—44°55′。东西宽 85 ㎞，南北长 120 ㎞，面积 5460 ㎞ 2。全

县辖五镇七乡一个国营良种繁育中心。耕地面积 55 万亩。总人

口 26.1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0.1 万人，由汉、维吾尔、回、哈

萨克、锡伯族等 28 个民族组成。农民人均耕地 2.7 亩.全县农业

总产值 2010 年度为 14.8 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6535 元。霍城

县是新疆典型的绿洲农业经济区,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条件适宜

于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无霜期156-180天,大于等于10c度的积温

3200—3500 度.年降雨量 130-320 毫米. 2000 年被农业部特产委

员会授予“中国红地球葡萄之乡”。2005—2006 年被自治区人民

政府批准实施优质甜菜生产基地县。2007—2008 年被农业部批

准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县”。2008—2010 年被农业部批准实

施甜菜良种产业化基地项目县。2003—2010 年实施 “农村户用

沼气池建设项目”工作，2008—2011 年实施旱作节水示范项目.

各项项目工作为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1.2 气候资源条件：霍城县地处中纬度地区，位于欧

亚大陆腹地，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春季温和湿润，夏

季温暖干燥，秋季天高气爽、降温迅速，冬季漫长而冷，多

云雾天气。年平均气温 9.1℃。平均日温差 13-15℃。年平

均日照时数 2550-3000 小时。年日照率 60-66%，超过 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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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天数 262天/年。≥10℃年积温 3500℃，无霜期 160-185

天，年均降水量 140-450毫米，年均蒸发量 1400-2400毫米，

一般积雪深度 20厘米左右。 

（三）水资源条件：霍城县水资源紧缺，水资源可利用

总量 9.95 亿立方米，包括山沟水、泉水和伊犁河水及霍尔

果斯河水。山沟水根据水流归属和灌区分布，分为萨尔布拉

克水系、果子沟水系、大西沟水系、切德克苏水系、格干沟

5 个水系，年径流量 8.44亿立方米。泉水沟主要有塔尔基泉、

黑麻扎泉、黑眼睛泉、清水河泉 4 条，年径流量 1.78 亿立

方米。伊犁河水利用量 0.5 亿立方米，县内灌溉面积为 3.8

万亩；霍尔果斯河水可浇灌莫乎尔牧场数千亩地。 

霍城县地下水大部分储存在扇缘地带至伊犁河漫滩。地

下水深 10-150米，面积 124平方公里，储量 6.39亿立方米，

可开采量 3.5 亿立方米，其中已利用量 0.11 亿立方米，有

较大的开发潜力。水资源条件为滴灌技术项目建设提供了保

障。 

（四）土地资源条件：霍城县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由东

北向西南倾斜。全县分为山地、丘陵、平原、伊犁河低阶地河漫

滩和沙漠 5 个地貌单元。霍城县农业耕地总面积 55 万亩，主要

集中在山前洪积—冲积平原上。土壤类型及面积：灰钙土 43.2

万亩；盐土 4.2 万亩；风沙土 2.1 万亩；潮土 5.5 万亩。 

4.2.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 

清水河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总人口 5446 人，2010 年

农民人均收入 6739 元。耕地面积 19000 亩，已建设节水滴

灌面积 1000 亩。新建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工程项目面积

18000亩。现有机井 36口。 

三宫乡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总人口 15323 人，2010年

农民人均收入 5980 元。耕地面积 30000 亩，已建设节水滴

灌面积 5000 亩。新建以色列旱作节水灌溉面积 250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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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机井 9口。 

良繁中心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总人口 3583 人，2010

年农民人均收入 7203元。耕地面积 9500亩，已建设节水滴

灌面积 2500 亩，新建以色列旱作节水灌溉面积 7000 亩。现

有机井 12口。 

三道河乡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总人口 10633人，2010

年农民人均收入 4300 元。耕地面积 29000亩，已建设节水

滴灌面积 1000亩，新建以色列旱作节水灌溉面积 25000亩。

现有机井 22 口。 

兰干乡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总人口 47293 人，2010

年农民人均收入 5985 元。耕地面积 47000 亩，已建设节水

滴灌面积 4000亩，新建以色列旱作节水灌溉面积 25000亩。

现有机井 30 口。 

项目区示范面积 10 万亩。 

4.3.电力、交通、通讯情况 

项目区电力为国网供电，电力线路高低压输配线路通往生产

队。项目区通讯畅通，采用光缆设施。乡村公路村村通，可以满

足农产品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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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选址与建设条件 

5.1.项目选址 

5.1.1 项目选址的原则  

——按照土地相对平整、集中连片、土壤肥沃、无检疫性病

虫害，增产潜力大，规模经营到位，现有农田外部水利设施基本

完备，有利于旱作节水滴灌农业示范工程项目的推广。  

——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条件。 

——项目区 10 万亩耕地连片，有利于大面积旱作节水滴灌

工程项目的建设，能够起到滴灌节水高科技农业示范区的作用。 

——以色列旱作节水滴灌工程项目的建设初步测算，单位农

作物面积增产 20-30%，可以促进农民亩单位面积节本 50-80 元，

亩增收 150-300 元。节本增收合计 200-380 元，经济效益显著。 

——具备建设旱作节水滴灌工程示范项目的技术条件，符合

上级对项目建设条件的要求。 

5.1.2 项目建设有利条件 

——具有较高的农业机械化程度 

项目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现有的农业机械已经发展到一

定规模和较高水平，推广应用农机新机具和新技术时间较早，基

础较好，机械化作业率较高。 

——具有较强的自然生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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