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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兩年裡，中國西南、華北、華東等多個地區，農
田龜裂、作物絕收的新聞畫面不斷衝擊 國人的神

經。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表示，
「農村『渴』才是國家的『渴』，糧食安全千萬不能出錯。大
旱已向水利部門大水利工程投資方向說『不』，不能再把錢都
投在大江大河的建設上，再不興修農村水利，還將遭受更大
的懲罰。」
正如中央一號文件所指：「農田水利建設滯後仍然是影響

農業穩定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最大硬傷，水利設施薄弱仍
然是國家基礎設施的明顯短板。」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
組長陳錫文反覆強調，水利欠賬太多，要出大問題。要從根
本上改變靠天吃飯的局面，夯實水利設施尤其是農田水利這
個基礎已是首要之選。中國的水利真的到了需要大修的時
刻。

今年投入比去年多一倍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建立水利投入穩定增

長機制，進一步提高水利建設資金在國家固定資產投資中
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財政專項水利資金，從土
地出讓收益中提取10%用於農田水利建設，進一步完善水
利建設基金，加強對水利建設的金融支持，多渠道籌集資
金，力爭今後10年全社會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
倍。按此標準，2010年中國水利投資是2,000億元，高出一
倍就是4,000億元，未來10年的水利總投資將達到4萬億
元。
中央斥巨資加強水利建設，為治理水利硬傷提供了政策保

障，而如何確保資金高效使用，防止中央預期落空，成為兩
會期間的關注焦點。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土地
出讓收益重點投向農業土地開發、農田水利和農村基礎設施
建設，確保足額提取、定向使用」。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
水利廳廳長紀冰表示，落實10%的土地出讓金，關鍵是各級
黨委政府的重視，首先要確保每一級都能把這些錢拿出來。
他還建議，發達省資金多，但農田水利任務輕，可由中央統
籌，調控一部分資金到其他省區。

走好農田水利「最後一公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小麥專家于振文認為，

過去在水利建設中，過多地把精力用於大江大河的治理，忽
視了農田水利建設。近年來，很多地方在農田水利建設中，
重加強了病險水庫的除險加固，這個做法很好，也取得了

一定成績。現在，水庫有了，但是從水庫通往農田的水渠並
沒有建好，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就是這農田水利「最後一公
里」。
國家下決心加大農田水利建設投入，要讓資金發揮最大效

益，必須做到規劃先行、監管到位。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
水利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傅瓊華說，她在調研中發現，一些
農田基本水利工程建時轟轟烈烈，建好後卻無人管理、維
護，一些地方電灌站尚未投入運行，就發生人為損壞現
象。直接承擔 農村水利規劃、建設、管理、執法等重任
的鄉（鎮）水利站，人員經費卻沒有納入財政。她呼籲，
對農田基本水利建設要「建管並重」，設立專項管護資金，
健全基層水利服務機構。

香港文匯報

訊（兩會記者

組 江鑫嫻 北

京報道）中國
水利部部長陳
雷日前指出，
土地出讓收益
10%用於農田
水利建設，是
今年中央一號
文件含金量最
高 的 一 項 政
策 。 初 步 測

算，今年可以安排600億元至800億元的資金用
於農田水利建設，這對於解決水利長期存在的
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專家
預計，中央將強行約束和監督地方把水利資金
落到實處，不排除將農田水利建設作為考核地
方官員的指標之一。
陳雷透露，目前，中央有關部門正在細化有

關實施方案，各有關省（區、市）也在制定有
關的實施方案和細則。西部水利欠帳比較多，
而土地收益又比較少，水利部門正在研究相關
政策，統籌協調用好資金。

納入考核欲解地方痼疾
他表示，以往的水利建設資金以中央財政的

專項資金為主，以地方配套資金和社會資金、
銀行貸款為輔，中央財政資金層層轉撥導致資
金落實不到位、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往往缺
失，已成水利投資的痼疾。為了扭轉這一局
面，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劃撥10%土地出讓金來
落實地方配套，使水利建設資金的地方配套部
分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綜合研究室

主任郭建軍表示，從經濟動力來講，地方政府
沒有太大積極性投資搞農田水利建設。中央政
府必須把農田水利建設的成績作為考核地方主
政官員的指標之一，通過獎懲機制強行約束地
方政府把資金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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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

首次聚焦水利的政策春風，

曾是冷門話題的農田水利建

設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迅速

升溫，成為關注焦點之一。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

報告中強調，將全面加快水

利建設，從而啟動了中國

「十二五」新一輪治水新政。

兩會期間，代表委

員們各抒己見、支

招獻策，為彌補

水利欠賬，用

好建設巨資吹響

了民意號角。

■香港文匯報兩會

記者組 江鑫嫻 北京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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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撥四千億 兩會聚焦資金落實

中小河治理 吃30年前老本

■甘肅農
民自建水
窖解決飲
水灌溉問
題。
資料圖片

■福建農民搶建萬米輸水管道，灌溉受旱農田。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

記者組 江鑫嫻 北京報

道）水利部總規劃師兼
規劃計劃司司長周學文
（見圖）日前在北京透
露，「十二五」時期是
中國大幅度增加水利投
入、從根本上扭轉水利
建設明顯滯後局面的關
鍵時期。經初步測算，

「十二五」期間，全國水利建設總投資規模約2
萬億元，投資規模大致為「十一五」投資的3倍
之多。

解決77%農民飲水安全
周學文表示，今年中國將大力推進重點水利

工程建設，計劃安排200億元以上中央水利投
資，再解決6,000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使
農村安全飲水普及率達到77%；規劃內小型病
險水庫加固全面開工建設，擬安排中央投資8.5
億元啟動重點小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爭取開
展大中型病險水閘除險加固改造；確保完成30
處以上大型灌區改造任務；擬安排100億元加快
實施《全國重點地區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設規
劃》；加快城陵磯附近100億立方米蓄滯洪區建
設；爭取啟動分淮入沂整治、洪澤湖大堤加固
等一批重點工程，抓緊開工江西峽江、雲南牛
欄江—滇池補水、四成小井溝、海南紅嶺等骨
幹水利工程。
另外，從已經公開的各地規劃來看，「十二

五」間多個省份的水利發展規劃投資達到「十
一五」期間的2-3倍，個別省份甚至高達4倍以
上。如新疆「十二五」水利規劃總投資達
1,310.88億元，是「十一五」的4.33倍；黑龍江
省「十二五」水利規劃投資1,500億元，也是
「十一五」累計投資357億元的4倍以上。

專家們表示，中央一號文件62年來首
次聚焦水利建設，其價值不僅僅在於今

後水利的加倍投資，更重要的是凸顯水利的「公益性、
基礎性、戰略性」。一句話，水利關係「國家安全」。
有農業專家算了一筆帳：生產1公斤小麥，需要耗水

1,000公斤。在中國三大作物中，即使是小麥這樣耗水較
少的品種，從播種到收割至少也要灌水4次，每次每畝約
需水100立方米，其平均畝產才能達到400公斤。因此，
要確保「吃飯」問題，加強農田水利建設、為農業生產
提供足夠的水源至關重要。

一號文件聚焦
建國以來首次

資料鏈接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中國中小河流整治嚴重滯後，大多數中小河流的

水利設施，實際上是吃上世紀80年代之前、群眾

義務投工投勞進行河流整治的老本。多位專家表

示，水資源短缺形勢日趨嚴峻，農業用水比例嚴

重下降，要走出這一困境，必須解決農村水利投

入的燃眉之急。

此前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城市用水一直處於

優先保障地位，農村水利建設始終沒有擺脫負重

前行的困境。事實上，中國目前面臨的水問題，

主要是部分地方嚴重缺水、水污染、洪澇、泥石

流等災害，而這些問題大多發生在農村，其根本

原因是農村水利長期欠賬。

農區旱災連年加重
歷史數據顯示，過去50多年，中國北方主要農

業區乾旱面積正處於上升趨勢，其中冬季和春季

乾旱勢頭較快。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更直

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抗災能力並沒有隨

國力躍升而相應增強，農村、農業和農民在面

對自然災害時反而顯得越來越脆弱。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研究所所長王

浩坦言，目前許多省份的水利設施是在「吃老

本」，許多建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小型水庫基

本沒有修繕過，規模更小的地方水塘，不僅缺乏

資金修繕，更沒有相應的科學管理，導致在乾旱

襲來之時比小型水庫枯竭更快。上世紀90年代以

來，特別是近幾年，國家對於水利設施建設非常

重視，投資力度越來越大，但總的來看，歷史欠

賬還是太多。

■雲南農民架設引水管道，緩解用水困難。 資料圖片

■水利部部長陳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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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2萬億元水利建設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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