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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孢菇属真菌门，担子菌纲，无隔担子菌亚

纲，伞菌目，蘑菇科，蘑菇属。中文别名为蘑菇、

洋菇［ 1 - 3］。由于其丰富的营养价值，深受国内外市

场的青睐［ 4］。双孢菇是目前世界上人工栽培最广

泛、产量最高、消费量最大的食用菌，约占世界

食用菌总产量的 45%以上［ 5 - 6］。其肉质鲜嫩，味

道鲜美，富含蛋白质、氨基酸，享有“植物肉”的

美称［ 7 - 8］。双孢菇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

产业，具有变废为宝、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优势及美味保健、绿色安全的产品优势。发展

双孢菇产业，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实施避灾农业，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

力，提高农业产生效率的最佳选择之一。

1 有利因素

1.1 独特的气候特点

山丹县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日照长、

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降水量少而集中、无霜期

短，5— 9月份平均气温在 14～20℃。特别是沿

祁连山冷凉灌区，夏秋气候凉爽，年均气温较平

川区低 1～3℃，而双孢菇发菌的温度为 23℃左

右，出菇阶段适宜温度为 16℃左右，极其符合双

孢菇生产对气候的要求。

1.2 便利的交通条件

县域内兰新铁路、连霍高速公路及 312国道

横贯东西，是欧亚大陆桥的交通必经之地，特别

是兰新高速公路和兰新铁路复线的修建，为双孢

菇的运销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1.3 可利用的荒漠土地

山丹县除有近 40 000 hm2耕地外，还有荒山、

荒滩等难利用地 29 200 hm2，完全可以在这些荒

山、荒滩建设双孢菇大棚，做到不占耕地，有利

于节约用地。

1.4 丰富的秸秆资源

山丹县属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畜牧大县，具

有丰富的秸秆、畜粪资源，为双孢菇生产提供了

充足的原料。同时双孢菇生产后的废弃物可以用

来作沼气填充料，沼渣、沼液又可作为有机肥，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符合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

1.5 明显的节水效果

双孢菇每棚每个生产周期用水 30～50 m3，用

水量仅为小麦、玉米等作物的 1/6，生产上可以合

理调配水资源，节水效果十分明显，极适于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水资源相对缺乏的沿山冷凉灌

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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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现状
山丹县双孢菇自 2007年在李桥乡东沟村试种

成功后，近年来，在县、乡（镇）两级政府的大力倡
导和支持下，双孢菇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种植区域
从李桥乡迅速扩展到清泉镇、位奇镇、霍城镇、大
马营乡、老军乡、陈户乡等乡镇，产品远销深圳、
广州、福建、浙江等省市，已成为沿山冷凉灌区产
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截止目
前，全县已建成全地下式双孢菇标准棚 2 229座，
年栽培面积 35.7万 m2；建成“爱尔兰模式”智能菇
棚 75座，年栽培面积 22.5万 m2；工厂化生产菇房
7座，年栽培面积 5.0万 m2，年双孢菇生产总量达
到了 630万 kg，毛收入 6 000万元以上；建成现代
化菌种厂 1座，隧道式原料发酵场 2家，中小型预
冷贮藏库 13家，简易加工作坊 6家，使双孢菇生
产逐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之路。
3 做法
为了推进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加速农业结

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步伐，推动绿色产业持续
快速发展，做强做大全县双孢菇产业，县上专门
成立了设施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并通过一系列措
施办法，强势推进全县设施农业的发展。
3.1 政府推动

2010—2013年连续 4 a出台了《山丹县扶持设
施农业发展资金补助试行办法》，确定县财政每年
安排 3 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发展设施农业，
对新建的双孢菇大棚每座奖励扶持资金 5 000元，
协调贴息贷款 2万～3万元。对连片规模达到 20
座以上的种植小区，每座棚补助基础设施费 5 000
元，同时农业、水利、科技等部门也集中项目、
资金、技术进行倾斜扶持。
3.2 市场拉动
紧紧抓住市场缺口大、价格高、产品走俏的

商机，与山东、福建等地的双孢菇加工销售企业
签订常年供销协议，实行订单式种植、基地化生
产，确保了生产销售效益。
3.3 能人带动

深入推进实施能人带动战略，搭建能人创业
平台，依托能人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带
动群众发展双孢菇产业。在全县建成 9个农民创
业园，吸收农户 1 200余户参与双孢菇种植，农户
单棚单季收入达到 18 000元。
3.4 企业联动

2011年以来，县政府先后引进兰州宏武农业
科技公司、甘肃爱福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山

丹润丰、丰裕、三益、龙首源等专业合作社发展
双孢菇产业。至 2013年底，以甘肃爱福、宏武、
润丰等专业合作社为主，在清泉镇万亩寒旱区建
设食用菌循环经济示范园，已累计完成投资 1.2亿
元，建成第 3代智能菇棚 54座，收购扩建原丹霞
菌业科技公司，研发办公大楼 5 000 m2。2014年
计划投入资金 3.5亿元，建设了双孢菇原料发酵
场、双孢菇、杏鲍菇工厂化生产车间、菌糠循环
利用加工厂及甘肃省食用真菌研究实验室，打造
西北地区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加工、集散基地。
3.5 科技牵动

与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河西学院等科研院所
签订了长期技术服务合作协议，聘请菌种培育等
方面的专家作为技术顾问，及时帮助解决双孢菇
种植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同时，结合农村劳
动力技能培训工程，培训了一批接受技术快、转
换运用能力强的农民技术力量，做到了技术人员
到户、技术掌握到人，为发展双孢菇产业提供了
坚强的技术支撑。
4 存在的问题
4.1 资金投入有限

目前全县设施农业发展缓慢，主要是资金投
入较少，设施简陋，生产水平低，产量不高。近
年来，虽然政府在设施农业建设上投入了很多资
金，但示范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农民的“等靠要”
思想依然严重，加之设施农业一次性投入较高，
普通农户投资能力有限，银行放贷条件严格，农
户无法得到贴息贷款，部分农户以发展设施农业
的名义得到的贴息贷款，大部分用于其他非农业
领域。
4.2 产业布局不合理

双孢菇出菇温度 18℃左右，简易菇棚模式适
合在全县二、三类地区栽培，一类地区应大力发
展第 3代太阳能菇棚（但投入较大）。

4.3 产业链条不全

目前全县双孢菇产业发展极不平衡，生产基
地由 2009 年的 96 座菇棚扩大到 2013 年的近
2 400座，种植规模扩大了 25倍，而关乎产业发
展要害的菌种场、加工厂、运销经纪人还处在初
期阶段，产业链条尚未形成，承受市场风险的能
力较弱，一旦遇到“卖难”问题，产业将受到致命
的打击。
4.4 栽培模式单一

目前全县双孢菇栽培模式主要以半地下式菇
棚平面栽培为主，用料主要以大小麦秸秆、牛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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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栽培品种单一，菇棚利用率低（只能利用
2～3 a），病害多，培养料结构单一，营养成分不
齐全，产量潜力低，是制约全县双孢菇长远发展
的主要瓶颈。
4.5 技术服务不到位

由于双孢菇生产在全县起步较晚，发展速度
较快，双孢菇栽培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以后
的发展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增加农民收
入为目标，以双孢菇生产技术和产业运作机制创
新为动力，以提高产量和品质为突破口，狠抓双
孢菇生产技术推广，强化技术服务。
4.6 创立品牌建设滞后

据外地客商反映，山丹县生产的双孢菇具有
色泽洁白，质地脆嫩，味道鲜美的特点，深受客
商的欢迎，所以要抓住这一特点，及早打造品牌，
为山丹县双孢菇及早进入国内外大市场做好前期
准备工作。
5 思考
5.1 引导资金投入

要坚持以社会资金投入为主，政府扶持引导
为辅的原则，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一要加大奖
励扶持、贴息补助、扶持龙头企业为主的资金扶
持力度，推进双孢菇产业规模化发展；二要加大
招商引资和项目扶持力度，提高加工销售能力。
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即能人）参与双孢菇
产业建设，并对新建的科技研发中心，菌种生产、
产品加工企业，预冷、贮藏、保鲜设施，视其规
模大小和带动能力强弱，政府将在土地和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予以扶持，并帮助企业协
调贷款，积极申报项目，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
三要加大科技培训和奖惩力度，建立健全激励机
制。县财政应列支部分资金，专门用于双孢菇高
产高效栽培技术创新、示范推广和科技培训补贴，
并对在双孢菇产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
员、运销大户、加工企业给予重奖，对工作不力，
贻误时机，完不成任务的乡镇、部门、包村干部
和技术员给予相应的处罚。
5.2 优化产业布局

要依据各乡镇的气候特点合理布局，善于运
用热资源和冷资源合理规划，笔者认为在全县一
类地区的东乐、清泉 2个乡镇，应当大力发展以
设施葡萄、设施蔬菜、高原夏菜为主，双孢菇为
辅的设施农业；位奇乡、陈户乡、李桥水库以下
地区，应该发展以设施葡萄、双孢菇、高原夏菜
为主的设施农业；李桥水库以上、大马营乡、霍

城镇、老军乡，应发展以双孢菇、葡萄为主的设
施农业，形成以李桥水库、老军乡、霍城镇、大
马营乡 4乡镇为主，辐射陈户乡、位奇乡、清泉
乡等乡镇的生产布局。
5.3 健全产业链

除重点扶持生产基地建设外，一要培植行业
协会，组建以加工企业、运销大户、种植大户为
主的双孢菇产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
高菇农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全县双孢菇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二要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积极培
育和扶持发展双孢菇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化经
销企业，加强企业同生产基地及菇农的衔接与合
作。三要大力推进产业化进程。龙头企业要积极
探索“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户”或股份合
作等形式的经营模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确定
有效的经营方式，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
时，要在双孢菇深加工上寻找突破口，提高产品
附加值，做到鲜品、干品和加工品并重，逐步向
即时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等多方面、全方
位、多元化渗透。各乡镇要本着依法、自愿、有
偿的原则，组织种植户搞好土地合理流转，推进
双孢菇产业适度规模经营。
5.4 优化栽培模式

在设施建设上，要在一类地区推广第 3代太
阳能菇棚或日光温室栽培双孢菇种植模式，二类
地区发展以阴阳棚为主的春夏栽培为主，三类地
区推广半地下菇棚夏秋立体栽培为主，同时根据
市场的需求，引进和研究开发高档次、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的双孢菇系列产品。针对生产中出
现的制约因素，加大科技攻关，开展栽培技术与
栽培模式、保鲜与深加工技术的研究，增强产品
竞争力；开展新一代用料的试验与示范，不断挖
掘新的双孢菇栽培资源；探索农业机械在双孢菇
生产中的利用水平，提高机械化水平，降低生产
成本，确保双孢菇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5.5 强化技术服务

要加强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协作，加大科
技攻关力度，重点开展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新资源
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品研发。要强化双孢菇产
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等方
式，分期分批培训技术人员、市场销售人员、质监
人员、管理人员、农民技术骨干，建成一支多层
次、结构合理的双孢菇专业技术队伍。要大力实施
“能人带动”战略，注重发现和培养“能人”，发挥好
“能人”的示范带头作用，做到以户带村，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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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普及，推动双孢菇产业健康发展。
5.6 加强品牌建设

一要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全国
双孢菇菌种暂行管理办法》和《NY /T528—2002双
孢菇菌种生产技术规程》，加强对全县双孢菇菌种
生产、供应的监督检验，提高菌种质量；二要制
订双孢菇生产技术标准，全面推广技术标准和操
作规程，实现标准化生产；三要实施无害化生产，
严格控制生产过程，杜绝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
毒、高残留化学农药；四要全程监控产品质量，
质监部门要加强双孢菇生产基地、生产过程以及
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确保双孢菇“从田间到餐
桌”的全程质量安全；五要积极申报无公害（或绿
色）产地、产品认证，实行品牌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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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明确提出，要把水利作为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国家
将水利工作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在保障农业生
产和粮食安全的水利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投资都
在上千亿元，2012年首次突破 4 000亿元，2014
年更高，达 4 880多亿元［ 1］。在近几年春播春种之
际，包括岷县在内的甘肃省多个地区出现不同程度
的干旱，严重影响了全省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笔者利用寒暑假时间在岷县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的机会，在多个乡村查看旱情，了解农村水

利设施建设的现状，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1 水利设施现状
1.1 水利灌溉与节水工程

长期以来，尽管岷县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实
施措施，但由于投入资金不足等因素，仍赶不上
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之当地群众灌溉意
识不强等诸多因素，使得全县多数渠道缺乏养护，
老化、渗漏、跨塌现象严重，造成有水引不来，
有水不能灌的局面，灌溉面积不断缩小，亟待加
强恢复维修和重新规划。截止 2014年全县共修建
灌区 6座，机电提灌站 2座，设计灌溉面积 6 350

摘要：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甘肃岷县农村水利设施现状，针对当地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
统一规划，因地制宜，有效推进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力度，构建多渠道农村水利建设投
入机制；加强农田灌溉水利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加强水源地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加强水利信息化
工程建设；深化水利体制改革，加强水利设施运行管护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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