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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的干旱，让云南省对水利建设格外重视，投入不断增加。已建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云南省的欠账太

多。近四年大干水利，全省人均蓄水库容仍不到全国的二分之一，水利工程人均供水能力仅为全国 64%。要突破工程

性缺水这一短板，减少干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根本上要增强水源建设，构建现代水网连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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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麦拉村的抗旱应
急供水点，村民们正在排队接水。杨梅的女儿
在城里读书，丈夫的腰不好，挑水的重担就在
杨梅一人身上。从家到供水点的崎岖小路，杨
梅走一趟将近20分钟，挑满一缸水，她要往返
三四趟。挑着水，杨梅走得小心翼翼。“旱了四
年，水太宝贵了！”杨梅说，抗旱服务队从十几公
里外拉来的清水，他们用来维持生活，至于地
里的庄稼，只有“靠天吃饭”了。

旱情来袭，在气象旱涝图上，云南省多
地再次被红色覆盖。据统计，云南全省 15
个州（市）119 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因旱受
灾，受灾人口已达 1094.2 万人，有 326.1 万
人、153.4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
面积 1173 万亩，成灾 537 万亩、绝收 128 万
亩；253 条中小河流断流、289 座小型水库干
涸，659眼机电井出水不足。

“五小水利”帮大忙

和杨梅家一样，李文聪家曾一直靠他挑
水。直到 2011 年，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李
文聪家修好了一口集雨型水窖。“雨季时，降
水可以顺着屋檐流到水窖里。存下的水可
以够 3 个月的基本生活。”连旱之下，保证老
百姓的生活、生产用水是摆在第一位的。

云南地形以山区为主。山高坡陡，加上
喀斯特地貌的影响，山区地表水难蓄积，地下
水用不上，工程性缺水突出，一遇干旱，用水
荒，饮水难，无水浇灌的现实问题尤为突出。

“在山丘区，最管用的是雨水集蓄和小
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引水沟、小抽水站
等‘五小’工程为主的微型水利工程。”永仁
县县长李明峰说。这些“不起眼”的小工程，

单件投资小，机动灵活，见效快，在居住分
散，耕地零星，大中型水源覆盖不到的地区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0年，云南省在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
旱灾后，作出了今后 3 年建设 100 万件山区

“五小水利”工程，2013 年至 2015 年再完成
100万件以上“五小水利”工程的战略部署。

2010 年至 2012 年，云南已累计建成
135 万件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共增加蓄水
容积 3亿立方米，增加供水能力 7亿立方米。

“尽管如此，现在的保障能力依然是较
低层次的。”云南省水利厅厅长陈坚指出，资
金问题一直困扰着工程的顺利推进。原来，
自 2010 年开始，“五小水利”工程建设资金
只能采取“拼盘”方式，以中央财政小型农田

水利重点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资金为主
开展，省级从小型农田水利经费予以一定补
助，地方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再加上农民投
资、投劳折资。“中央和省里的资金没问题，
但一些贫困市县的确有困难，老百姓的负担
也比较重。”陈坚说。“五小水利”工程的建设
依旧任重道远，能不能多一些资金支持，是
久旱之中的山区群众最现实的期盼。

补齐“工程性缺水”短板

旱情造成的影响何止限于农村。从整
体来看，此次受旱区与云南省的重要经济区
重合。昆明等地采取限制生产用水等措施，

一些企业不得不减产甚至停产。全省因旱
直接经济损失已达 55.9 亿元。破解干旱困
扰，关乎云南省经济发展。

严格来说，云南不能算是缺水的地方。
水资源总量全国第三，人均占有量为全国平
均水平 4 倍，多年平均降雨量达 1000 毫米
左右。但仍需抗旱的事实，暴露出当前水源
工程蓄水能力不够，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

“天上水”蓄不了，“地表水”留不住，“地下
水”用不上，形容的是云南省水利基础设施
的“脆弱”情形。

事实上，连年的干旱，让云南省对水利
建设格外重视，投资不断增加。2009 年突
破 100亿元，2010年突破 150亿元，2011年
突破 200 亿元，2012 年达 264 亿元。从效
果看，四年来，全省建成 157 座大中小型水
库，新增库容 14.88 亿立方米。目前，全省
库 塘 蓄 水 53.6 亿 立 方 米 ，比 旱 灾 较 重 的
2010 年和 2012 年同期分别多 11.1 亿立方
米和 15.6 亿立方米，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
数分别少 337.2万人和 33.7万人。

已建工程发挥巨大作用，然而，云南省
的欠账太多。四年大干水利，全省人均蓄水
库容仍不到全国的二分之一，水利工程人均
供水能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4%。

“要突破工程性缺水这一短板，减少干
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根本上，要增强水
源建设。除此以外，还要构建现代水网连通
体系。”陈坚表示，云南河流众多，水资源丰
富，合理实施江河湖库水系连通是提升水资
源配置能力的重要途径。“滇中引水工程是
建设全省河库联调、丰枯相济的水资源配置
安全网的基础和支撑，加快开工建设，将有
力解决云南滇中干旱地区供水问题。”

旱情来袭，在气象旱涝图上，云南省多地再次被红色覆盖——

旱“考”云南 如何应对
本报记者 张 雪

截至 2012 年年底，全国已登记农民合

作社突破 60 万家，广泛分布在种植、畜牧、

农机、渔业、林业、民间传统手工编织等各个

产业，入社农户 4600 多万户，约占农户总数

的 18.6%。入社农户收入比非成员同业农

户收入高出约 20%，合作社助农增收明显。

为什么加入合作社就比农民单打独斗要

有效益？有了合作社牵头，农业生产就能保

证统一育苗、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种植效益

最大化，产量质量有保障，高端市场亮绿灯。

近些年，合作社带领农民共同致富，取

得了快速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合作社的发

展还处在初级阶段，面临着不少问题。据了

解，目前国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规模

小、质量差、带动能力不强，有的虽然注册的

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履行的职能仅停留在

信息、技术服务阶段，没有真正成为经营服

务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辐射带动能力不

强，市场影响力竞争力较弱。

要解决这些问题，让合作社真正有组织

力、带动力，必须扩大规模，壮大实力。如何

扩大？首先需要的是资金支持，另外还需要

人才、技术等支持，但是资金还是首要的，有

了资金才能留住人才、学到技术。

政府对合作社的奖励有限，合作社和

社员在利润上的分成因为销路问题进账也

很少。许多合作社希望依靠贷款解决资金

问题。但银行对涉农的贷款门槛较高，因

为农业投入高、见效慢、风险大，所以银行

不愿意贷款给搞农业的。专家表示，金融

机构不愿意给合作社贷款也正常，因为现

代银行体系是利润导向，看不到保障是不

会贷款的。

如果不靠银行贷款，合作社可否依靠入

社农户来内部筹资？农业投入不一定能有

回报，农民不愿意投入，而且合作社发展初

期，社员也没有那么多钱，没有能力追加投

入。多地基层村干部也普遍反映，即使是为

了带动农民致富，需要前期投入分摊，大多

数农民也会不理解，这种依靠村民筹资的方

法难度较大。

合作社发展的资金出路在哪里？一些

有益的探索值得借鉴。在山西省阳曲县农

兴联农机专业合作社，有资金有实力的大户

以资金入股的方式为合作社提供了发展资

金，并参与到合作社的管理运行中。入股方

可以年终分红有收益，因此他们愿意投入合

作社并精心管理，而充足的资金以及企业化

的管理也让合作社运营良好，转而又提高了

入社社员的收入。

山东等地在解决合作社融资难这一问

题上，鼓励发展融资合作社或资金互助合作

社，并且这种形式在一些地方有成功的范

例，不失为一种互利共赢的融资渠道。

另外，政府应该积极搭建桥梁，鼓励金

融机构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和需要，

研究制定支持合作社的信贷政策。山东省

政府曾出台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政策

性金融机构要研究设立适合合作社发展需

要的贷款项目。商业性金融机构要制定合

作社专项贷款指南，为合作社提供多种形式

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合作组织是农民专业化组织，支持合作社

发展虽然不像盖座楼建个桥那样能为当地政

绩带来直观的效益，但是合作社真正办好了，

能实实在在的惠及广大农民，所以政府部门有

必要在合作社上下功夫、匀精力，“扶上马”后

“送一程”，让合作社真正发挥组织带头作用，

带动农民致富。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提出 2020 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

伟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让

农民富起来的道路上，合

作社还可以大有作为。

如何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
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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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流转出去土地收“租金”、给产业化
龙头企业打工挣“薪金”、入股合作社经营分

“股金”的“三金”农民在河北省尚义县成了热
门话题。去年，全县有 3 万多农民通过淘“三
金”收入超过 1.5亿元。

流转土地收“租金”。去年，尚义县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 14.8 万亩。按
每亩土地平均每年 300 元租金计算，流转土
地的农民年收入“租金”超过 4400 万元。三
和城村的王青算了一笔账：过去只靠种植 2
亩菜，辛辛苦苦一年在地里忙活，市场行情好
还能卖个五六千元，碰上市场行情不好，还得
赔钱。现在他流转出去土地 15 亩，每年光租
金就稳拿 4200 元，加上养殖等其他收入，一
年下来至少不下 2万元。

入企打工挣“薪金”。县里有效地整合土
地、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优化
招商环境，先后有日本三通、青岛浩丰、广
州福喜等 26 家农业龙头企业落户尚义。这
些龙头企业的落户，为农民家门口挣钱提供
了岗位，通过土地流转，农民从耕种土地的
劳动中解脱出来，在本地企业打工，拓宽了增
收渠道。七甲乡有 1189 户农民的土地参与
了流转，就地务工挣薪金的农民达 3300 多
人，收入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在

浩丰公司打工的大六号村农民周才说:“我家
26 亩地都租出去了，家里用不了多少人手，
到这里打工挣钱，生产季节工资每月 1500
元，淡季每月 800 元，每年工资 1 万多元呢。”
像周才这样挣“薪金”的农民工，全县超过 1.5
万人，每人每个月从企业平均挣到“薪金”
1500多元。

入社经营分“股金”。大力发展组建专
业合作社，吸纳缺乏蔬菜种植技术、资金的
种植户以土地入股方式参与到合作社，进
行设施蔬菜和裸地蔬菜种植，通过股金分
红增加收入。合作社按照市场需求与种植
户社员签订产销合同，提供产前、产中、产
后的技术、信息、销售等全程服务，在种植
户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有效地解决农民
一家一户种植技术缺、销售难的问题，降低
了市场风险，提高了农民的收益。全县专业
合作社达到 121 家，有 6600 多户种植户，
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进行蔬菜
种植 4.8 万亩，农户年收入比加入合作社前
高出 3000 元左右。欣源蔬菜合作社通过吸
纳 125 户农户社员以土地入股，投资 109.2
万元建设春秋棚 60 个，投资 33.5 万元发展
裸地蔬菜基地 670 亩，社员分红“股金”增
收 30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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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河北狼牙山脚下的七峪乡武家庄村农民正在犁地。随着北方气温回

暖，农民抓住有利时机忙春种。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广西壮族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发布《2013 年广西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广西今年计划投入资金
70.4644 亿元，建设 303 万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因地制
宜地采取综合措施，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
治，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质量。

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以《全
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为指导，根据各地
基本农田分布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合理安排建设任
务，整县推进，重点向国家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区、高
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重点镇及 360 处万亩以上
建设区倾斜，实现“建一片，成一片”，集中发挥项目
建设效益。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强调，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
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要建立“政府主导、国土牵
头、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聚合相关涉农资
金共同投入开展建设。同时，逐步规范农民自发开展
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制定“以奖代补”的机制，保障
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鼓励农民和民间组织等积极参
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广西拟建303万亩高标准基本农田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通讯员李海良报道：农发行
黑龙江省分行紧紧围绕全省农业生产实际需求，认真
应对信贷规模偏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科学合
理配置信贷资源，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从去年至
今年 3 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首次突破 1500 亿元大
关，达 1505.89亿元。

信贷投向一是支持以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流通
为重点的粮食全产业发展；二是支持以农产品基地建
设、农业基础建设、农村基本建设为重点的新农村建
设。截至 3月 20日，2012粮食年度累计发放跨年粮食
收购贷款 452 亿元，支持企业收购粮食 345.66 亿斤。
2 月末，粮油贷款余额达 1181.42 亿元，占全部贷款余
额的 78.45%，比年初增加 98.73亿元，增幅 9.12%。

此外，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结合省情、行情，推进
落实总行与省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集中营
销总行确定的水利和新农村建设领域。截至 2 月末，
该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贷款余额 324.48 亿元，投放
53%集中在水利建设贷款和农村土地整治贷款。其
中，水利建设贷款余额 101.26 亿元；农村土地整治贷
款余额 57.51亿元。

农发行黑龙江分行放贷15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4 月以来，在昆明铁路局
广通车务段青龙寺站专用线 20 道，每天 8 辆满载化肥
的汽车一字排开，30 余名装卸工抓紧将化肥从汽车上
卸下，直接装上火车，十分繁忙。该站站长张建宏说，
从 1 月份开始，青龙寺站春耕化肥的发运需求量增大，
每天的化肥装车都保持在 20 车以上，主要发往重庆、
广东、湖南、新疆库北等地。当天，该基地将发运化肥
14车，共 840吨。

眼下，正是春耕季节，化肥等农用物资运输刻不容
缓。昆明铁路局克服运力紧张困难，采取多项措施开
绿灯，保证春耕物资顺利运达农业生产第一线。据统
计，今年一季度，昆明铁路局仅运送化肥一项就达
225.2万吨，同比增加 4.6万吨，增长 2.1%。

云南是全国磷肥、钾肥等肥料的最大生产地。每
年春季出省化肥需求量较大，昆明铁路局为提高化肥
运输组织效率，优化铁路运能配置，采取绿色通道不断
延伸，及时满足货主发运需求等多种措施，保证了春耕
物资的运输。

另一方面，昆明铁路局积极提升化肥运输组织
效率，加强与地方政府、乡镇供销社、乡村化肥销售
点沟通联系，定期组织人员走访周边物资企业、物
流单位，了解化肥流向与市场需求，事先做好周密
安排。

昆 明 铁 路 系 统 助 力 春 耕

4 月 8 日，江西省乐安县公溪镇荷陂村农田里，永

胜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员正在帮助农民维修拖拉

机。春耕时节，乐安县农机部门积极组织近百名农机

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免费为农民维修农机，深受农民

欢迎。 邹春林摄

江 西 乐 安 农 机 维 修 到 田 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