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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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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实际灌溉面积 4 450 hm2。节水灌溉工程 2
处，节水灌溉面积 2 080 hm2。
1.2 人畜饮水工程

截止 2014年底，岷县已建成并能正常使用的
集中式供水工程 32 处，均为地下水水源提水工
程，分布在 18个乡镇。总体上岷县农村集中式供
水工程覆盖面较小，供水规模不大，受益人口较
少，设施比较简单。
1.3 堤防工程

截止 2013 年底，全县已建堤防工程 160.75
km，其中洮河河堤 31.50 km，迭藏河河堤 22.30
km，农村堤防 106.95 km，保护人口 196 966万人。
目前编制完成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洮河西江镇段及维
新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新建堤防
4.57 km。即将实施江河主要支流治理项目《洮河齐家
庄至石咀段防洪治理工程》，规划新建堤防 9.87 km。
7·22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堤防工程共 11处，总
长 84.10 km，其中拆除重建 21.77 km，新建 54.33
km，维修加固 8.00 km，保护人口约 8.5万人。
1.4 小水电工程

岷县全境深处内陆，属高原形态自然景观，
海拔 2 040～3 754 m，落差大，为开发利用水能提
供了前提。境内有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洮河、
渭河、西汉水三大水系，其中长江流域西汉水系
有湫山河，黄河流域有洮河水系迭藏河以及渭河
流域闾井河等河流。洮河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
全县境内最大的过境河流，流径县内 83.5 km，多
年平均流量 120 m3/s，县内落差 200 m，水能可开
发条件十分优越，理论电能蕴藏量为 23.6万 kW。
迭藏河为县内洮河最大一级支流，县内全长 47.2
km，主河道平均降坡 20.4%，流域面积 796.5 km2。
全境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33.50万 kW，截至 2014
年底，岷县已建成正常运行发电的农村小型水电
站 8座，装机容量达 10.36万 kW，约占可开发量
的 30％，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2 存在的问题
2.1 水利工程基础薄弱

岷县现有水利工程多建于 20世纪 60、70年
代，限于当时条件，工程标准低，配套差，加之已
运行 30多年，功能衰减，老化失修严重，影响了
效益的正常发挥。2013年，岷县 5·10灾后重建、
新建堤防工程 28项，总长 118.40 km，主要为闾井
河、申都河、蒲麻河、纳纳河、耳阳河、夹道河堤
防工程，使堤防工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更新加固。
其它水利工程依旧不足，对地表水不能进行充分有

效的利用，工程性缺水和资源性缺水并存。
2.2 水资源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一是降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农作物需水与
降水错位，致使干旱经常发生。二是水资源地域
分布不均，南部水资源丰富，北部干旱缺水，区
域间调配困难。三是与水资源优化配置相适应的
科学、合理、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和管理体系尚
未形成。
2.3 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

尽管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岷县境内水土保
持综合防治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但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问题还相当
严重。主要原因，一是治理任务重，治理投资短
缺。二是近年干旱少雨，林、草成活率、保存率
不高。三是个别地方法制意识淡薄，开矿、开荒、
毁林等人为水土流失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小流域
内水保措施不全，综合防护能力差，不能有效的
控制洪水泥沙。
2.4 洪水和山洪泥石流灾害威胁严重

岷县地形条件复杂，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
原和陇南山地交汇地带，受大陆性气团、副热带
暖湿气团的交替影响和地形对大气抬升的作用，
极易形成多变极端天气，十年九旱、十年九雹等
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受 5·12汶川大地震和岷县、
漳县 6.6 级地震影响，加剧了境内的山体破碎程
度，致使调控泥石流形成因素与过程的能力下降，
一遇强降水，短时间内极易形成径流，进而引发
泥石流，进一步加剧了全县防汛形势。同时地震
灾害造成岷县洮河、迭藏河、乡村河堤不同程度
受损。加之群众任意占用河道，向河道倾倒垃圾，
乱采乱挖河床的现象比较突出，造成河道行洪能
力不足。特别是岷县部分群众居住在山洪沟道两
旁，每逢暴雨，山洪泥石流齐发，给当地群众生
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由于特殊的
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为破坏
和特殊的人居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使得洪水和山
洪泥石流灾害威胁严重。
2.5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突出

一是农村饮用水水质超标，主要表现为氟超
标、苦咸水、未经处理的Ⅳ类水及Ⅳ类地表水、
细菌学指标超标严重等；二是水源保证率低；三
是农村生活用水量达不到饮水基本安全指标；四
是农村自来水覆盖率较低，群众生活用水极不方
便，大部分深山区农村，人高水低，山高坡陡，
用水十分困难；五是水源地保护管理缺乏，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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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农用化肥和农药、垃圾、粪便的污染，直接
危害和威胁着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6 节水灌溉认识存在差距

主要是部分村干部和群众思想认识还存在差
距，认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是政府和部门的事，
在投入上应该大包大揽，“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严重，缺乏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群众节
水意识淡薄，农业生产中大水漫灌问题仍然突出，
认为水是自然资源，农田灌溉用水是天经地义，
水是商品的意识不强，在缴纳水费上存在抵触情
绪。同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
2.7 水利工程重建轻管问题突出

以前水利设施都是集体建、集体管，而且是
重建设，轻管理，建管脱节。自 2006年实施农村
税费改革以来，农村集体组织在建设和管理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中的主体地位逐年减弱，普遍存在
管理责任人员和公益性水利设施维修养护资金严
重缺乏的问题，使得现有水利设施安全运行得不
到保障，效益不能够充分发挥。
3 建议
3.1 统一规划，因地制宜，有效推进农村水利工

程建设

各级政府要将农村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发展的
重要大事来抓，要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全局和推进
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水利工作
的领导，将农村水利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适
应农村水利发展的新常态，从整体、长远角度对
水利工程进行统一规划，统筹考虑，水库、塘坝、
水窖等相互补充的水利工程体系，支持灌溉、储
水、排水等农田水利设施的改、扩、新建项目，
做到主支衔接、因地制宜。明确目标和责任，落
实相关政策，坚持实行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注
重调动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形成推进农村水利
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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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主导作用，不
断增加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积极研究
国家、省、地市的相关政策和扶持重点，水利、
发改、财政等部门通力协作，及时捕捉政策信息，
及时策划推荐申报项目，争取上级政策、项目和
资金支持［ 2］。整合相关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
真正做到科学合理的使用建设资金，提高各类资
金的使用效率。二要在保障财政投入主渠道不变
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多元

化投资主体运行机制，形成国家、集体、个人、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
投资格局。坚持水利工程“谁投资、谁建设、谁所
有、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吸引各种民
间资本投入农村水利建设，鼓励广大群众投资投
劳参与水利建设，推动民营水利发展［ 3］。
3.3 加强农田灌溉水利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

发展

农业灌溉程度直接影响农民增收问题，而实
施节水灌溉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轻农民负担，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保障。要积极推行
节水灌溉，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大力推广渠道防
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技术，有条件的地方
可实行电灌系统，也可以推广水肥一体化微喷灌
和蔬菜膜下滴灌技术 ［ 4］。应尽快研究制定计划用
水、节约用水的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促进水资
源的高效利用。加大对节水灌溉典型的技术扶持
力度，推广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注意加
强拦水坝、引水渠道等灌溉配套设施的布局和修
复，以从整体上提高农田灌溉水平。
3.4 加强水源地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

一要进一步加强现有及新建饮用水水源保护
工程，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中心，实
现对水源地水质常规监测、监测，进一步完善水
污染防治规章制度及应急预案。二要制定完善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管理办法，规范对农村饮用
水的管理，对饮用水源保护、管理人员职责、水
费收缴标准、水费管理使用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同时明确饮用水工程建后管理的考核标准，建立
健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考核奖励制度，稳步
提高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合格率，保障广大
群众饮用水安全。
3.5 加强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

应规划建设水务综合管理平台信息系统、农
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农村人
畜饮水重点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理信息系统、水
电站防汛预警监控管理信息系统、重点山洪沟道
防汛监测预警预报信息系统、主要灌区灌溉管理
监测监控信息系统，实现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 5］。
3.6 深化水利体制改革，加强水利设施运行管护

3.6.1 创新管理模式 应将规模化、系统化的农
田水利工程，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基础性
设施来建设，破除水利部门管建不管用，农业部
门管用不管建的体制弊端。成立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站，承担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法人职责；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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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利工程建设主体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市场准
入和退出机制；成立县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与安
全管理站，切实加强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足额落实水利工程
公益性“两费”，建立和完善产权明晰、主体明确、
责任到位的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
以改革促改造，以改革促发展［ 6］。农村供水工程
建成后，逐步探索由乡、村两级负责供水工程收
费、管理、维护等工作，待工程运行正常后，县
上成立总公司，负责跨乡镇主管道的运行管理、
维护维修工作，分乡镇成立农村供水管理分公司，
负责本乡镇工程运行管理、维修维护等工作，确
保工程运行正常。
3.6.2 实施水价改革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实行终端水价制度，提水灌区建立农灌电费财政
补贴机制。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价改革，执

行农业排灌电价，给予税收减免；稳步推进水价
改革，对居民小区，必须实行抄表到户，全面实
行阶梯式水价，适时调整污水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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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小麦育种技术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在小麦育种中的应用现状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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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Assistant Breeding for Marker-assisted Wheat
YU Qingxiang，LEI Xiaoli，ZHANG Jing，MA Hai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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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wheat breeding technology，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molecular 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in wheat breeding and problems.

Key words：Wheat； Marker-assisted selection； Molecular breeding； Research； Progress；

小麦是世界上约 35%人口的主粮，随着人口

的不断增长，未来我们将面临着小麦产量不能满

足人口增长需求的严峻挑战［ 1］。按照目前人口的

增速，在未来几十年粮食产量需要翻番［ 2］，但近

10年小麦产量未能持续增长，仅是适度增长，引

起了全世界小麦领域专家的关注［ 3］。尽管社会经

济因素和基础设施缺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小麦

产量和品质上的提高，但最主要的瓶颈是没有进

一步利用遗传改良突破传统的育种模式，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最复杂性状的遗传结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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