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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民和县干旱山区旱作农业的现状 , 从亟待“白色革命”,适度发展径流农业 , 合理施肥 ,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 , 全
面实施科教兴农战略5 个方面阐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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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和县地处黄土高原西缘向青藏高原过渡的河湟谷地

地带, 境内沟壑纵横, 山峦重叠, 地形复杂 , 是以山地为主的

干旱山区县, 山地耕地面积3 .87 万hm2 , 占全县总耕地的

83 % ; 干旱山区人口有23 万, 占全县总人口的63 % , 人均耕

地0 .17 hm2 , 人均口粮200 kg , 人均收入不足400 元, 其中来自

农业生产的收入占80 % 以上。民和县山区十年九灾, 旱、雹、

洪、涝、霜冻五灾俱全, 年年发生, 农业生产相当脆弱, 山区人

民生活贫困。笔者从生产实践了解到, 民和山区旱作农业生

产粗放, 科技水平低, 投入严重不足 , 产出率低, 劳动生产率

低, 资源浪费大, 综合效益低, 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 为重

点扶贫对象, 而广大的干旱山区旱作农业则是民和县脱贫的

攻坚中心和方向, 这就要求探索和研究适合该县旱作农业的

一整套技术 , 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 强有力地加大

农业科技含量和力度, 增加农业投入, 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

1  亟待“白色革命”

民和山区旱作农业区海拔在2 000～2 600 m, 年均温5 ～

7 ℃, 无霜期170～190 d , ≥0 ℃积温2 600 ～3 000 ℃ , ≥10 ℃

积温2 000 ～2 400 ℃; 年总辐射量为523 .4 ～544 .3 kJ/ c m2 ,

60 % 的光能在作物生长期内。近一半的耕地种植麦类作物 ,

一年一熟有余( 另一半多的耕地热量不足而晚熟或熟度不

足) , 产量一般在1 500～3 000 kg/ hm2 , 光利用率为0 .4 % 。麦

类作物 收后有 70 d 的生长期 可利用太 阳辐射 量 100 .5

kJ/ c m2 , 如按1 % ～2 % 光能利用率计生物学产量可达5 775 ～

11 535 kg/ hm2 , 但目前该县山区基本没有利用。该地区旱灾

出现率为65 % ～95 % , 旱灾多发生于春夏过渡阶段。鉴于这

种情况, 应大力发展地膜技术, 来一场旱作农业的“白色革

命”。民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1994 年开始研究作物覆膜

技术, 经过对春小麦、冬小麦在旱地不同生态类型地区的适

应性等的系统研究, 采用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使旱地地膜小

麦产量达到4 500 kg/ hm2 , 比对照田增产2 100 kg/ hm2 , 增幅达

88 % , 比常规条播小麦增产1 500 kg/ hm2 以上 , 节水750 ～

1 500 m3/ hm2 , 增加纯效益1 500 元/ hm2 以上。气候适宜地

区, 如果麦收后复种( 套种) 粮食、饲料、蔬菜等, 一膜两用, 纯

收益可增加6 000 元/ hm2 以上。旱地作物覆膜技术最适合干

旱山地及高海拔热量不足地区, 效果显著, 可保水、保温、保

肥、免除草, 使作物早熟7 ～16 d。民和县有3 .33 万hm2 耕地

受旱灾、雹灾、低温等威胁 , 应加快旱作地膜技术的实施, 增

加单位面积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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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度发展径流农业 , 可缓解需水矛盾

该地区年降水量为250～500 mm, 雨季短促, 降水集中,7

～9 月份降水量占全年的70 % , 而3～6 月份降水量占全年的

19 % , 年蒸发量为降水量的4 ～8 倍, 作物生长期需水严重不

足。全县地表水径流年均16 万 m3 , 因地形复杂, 坡度较陡 ,

加之地表水径流集中在7～9 月雨季, 使作物很难就地使用 ,

目前地表水利用率低 ,99 % 的地表水流失浪费了。如果在田

间地头、沟岔、 廓周边等地方打水窖、薄壳水泥窖、蓄水池

等利用地表降水蓄积, 进行压管补灌, 可缓解山区旱作农业

的需水矛盾 , 通过降水的收集、储存、时空调控利用, 再与地

膜技术相结合, 可解决或缓解干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水

分短缺问题, 为进行结构调整、发展特色产业 , 实现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3  合理施肥是旱作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

民和县山区耕地多为栗钙土亚类白黄土属, 质地疏松 ,

植被覆盖率仅为50 % , 森林覆盖率为2 .5 % , 水土流失严重 ,

地力瘠薄, 普遍缺乏有机质、速效氮、速效磷, 有机质含量小

于12 .5 g/ kg 的耕地占总耕地的80 % 以上, 缺磷少氮面积占

总耕地的90 % , 传统旱作农业生产一般只施不够量的农家

肥, 化肥少施只作种肥, 且化肥利用率低, 挥发损失大。通过

研究、考察发现 , 采用以下措施可提高化肥使用效率: ①沟

施、穴施、分层条施等集中深施。不仅集中了肥力, 增加了养

分, 且减少了有效养分的挥发损失 , 化肥的利用率可提高

10 %～25 % , 还节省化肥37 .5 kg/ hm2 , 增产达25 % 以上。②

配合施肥。化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 多施有机肥, 减少化肥

用量, 可弥补化肥养分不全的缺点, 是提高化肥利用率的一

条重要途径。③叶面喷施。叶面喷施化肥和微肥 , 其用量相

当于土壤用肥量的 10 % ～20 % , 叶面喷施 尿素 7 .5 ～15

kg/ hm2 , 比一般土壤中施尿素省67 .5～97 .5 kg/ hm2 , 是适合山

区旱作农业、效果显著的追肥措施。④测土配方施肥。条件

好的旱地通过测土施肥, 调整土壤中的氮、磷、钾和微量元素

的合理用量及适宜比例 , 从而达到提高化肥的利用率, 增加

肥效的目的, 可增产10 % ～20 % , 化肥利用率可提高5 % ～

15 % 。

4  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 , 促进粗放农业向精细

农业转变

干旱山区长期以来都是二牛抬杠、手溜、耧播、乱扬等播

种方式, 机耕机播面积很少, 大力推广畜力、机械等分层施肥

条播、分层施肥沟播、穴播等技术, 不失为干旱山区农业增产

增效的好方法。采用分层施肥沟播、分层施肥条播一般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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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城市, 运输贸易成本比东北大米低得多, 竞争力更强。

3 .4  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已初见成效 2006 年常熟市常优

系列杂交粳稻推广面积在0 .4 万hm2 左右, 已形成支塘蒋巷、

古里坞丘、尚湖王庄等优质杂交粳稻生产基地。到2008 年预

计种植面积达0 .87 万hm2 以上, 为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奠定

了基础。

4  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的目标和途径

4 .1 目标  本着集中连片、规模开发的原则, 以市场为导

向, 以布局优化、品种优化、质量安全为主线, 以产业化链式

开发为突破口, 加快发展优质杂交粳稻。重点建设标准化无

公害优质稻米生产基地 , 实行全程质量监控, 做大做强龙头

加工企业和优质稻米品牌, 加快提高常熟市优质稻米产业整

体水平 , 提高优质米市场竞争力。

4 .2 加快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的途径

4 .2 .1 区域化布局。选择生态条件好、生产规模大、市场区

位优、技术力量强、产业化基础好的乡镇作为产业化开发的

优势区, 通过优势整合, 聚集基地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资

金优势、品种科技优势及企业品牌优势 , 进行统筹规划, 全面

推进。

4 .2 .2 建立优质杂交粳稻核心示范区。在支塘蒋巷、古里

坞丘、尚湖王庄等条件相对较好、技术力量较强的乡镇建立

连片的常优系列杂交粳稻核心示范区。

4 .2 .3 建立优质稻米产业带。通过核心示范区的建设, 带

动辐射周边乡镇, 形成全市优质稻米产业带。

5  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的重点

5 .1  新品种( 组合) 的推广  继续加强优质新品种( 组合) 的

选育、引进、试验、示范推广, 加快示范推广常优系列杂交粳

稻组合。

5 .2  推广优质无公害高产栽培技术 推广病、虫、草害、无

残留防治技术, 使用高效、低毒、无( 少) 残留杀虫剂及新型生

物农药, 优化肥料使用结构及运筹技术 , 平衡施用氮磷钾等

大量元素, 改进氮肥施用方法。

5 .3 加强基地建设 选择基础条件好、技术力量强的单位 ,

建设常优系列杂交粳稻制繁种基地, 确保大面积生产用种的

质量。核心示范区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农田排灌体系和

交通道路建设, 增施有机肥和生物肥, 创造优良品种生长发

育的最佳土壤环境, 实行优良品种连片布局, 统一社会化技

术服务和机械化作业 , 统一收购、加工、分收、分贮, 保证稻米

品质。

5 .4  推广机械化种植技术 重点开展水稻机插秧技术的应

用推广 , 加强农机与农艺措施的紧密结合。

5 .5 优质稻米品牌的创建与市场开拓

5 .5 .1 整合稻米加工企业。针对目前常熟市稻米加工企业设

备落后陈旧, 小型分散的现状, 通过机制创新, 组建大型的、设

备先进、工艺先进、有规模、有销量、有实力、有生命力的优质稻

米加工企业。在核心区或示范区, 集中培育1～2 家拥有进口

稻米生产线, 年加工能力1 万t 以上的大型加工企业。

5 .5 .2 提高稻米加工工艺。提高稻米精加工工艺水平 , 开

发稻米分级包装和保鲜处理技术 , 提高稻米产品科技含量和

外观商品品质, 提高常熟市稻米加工整体水平 , 为创立品牌

创造基础条件。

5 .5 .3  稻米品牌的创建与市场开拓。针对目前常熟市稻米

品牌缺少和竞争力不强的现状, 切实扶持和鼓励产业化加工

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品牌意识, 如申请品牌地域保护 , 加强广

告策划, 逐渐扩大无公害、绿色、有机稻米品牌在广大消费者

心中的影响, 创建一批具有强势竞争力的稻米精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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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以上, 不仅提高了化肥利用率 , 还可节省用种量 , 提高

出苗率和抗旱能力。积极探索干旱山地的耕作技术是改变

旱作农业低产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要将单一的粮食生产

观念转变为多样化、营养化的现代食物观念 , 挖掘现有耕地

潜力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由“粮食 - 经济作物”二元结构转向

“粮食- 经济作物 - 饲料作物”三元结构。把保护耕地、稳

定粮食播种面积放在农业政策首位的同时, 优化结构 , 主攻

单产 , 提高品质, 增加效益 , 并且大力发展该山区特色经济

作物、特色杂粮、特色林果、特色畜禽、特色加工等, 推动饲

料工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 , 使农副

产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现多次增值增利。

5  全面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①强化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近年来 , 旱作农区地膜覆

盖、测土配方施肥、农作物结构调整、沟播、条播、分层施肥

等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②强化农业

科技攻关。当前迫切需要实施“种子工程”, 推进种子产业

化, 使良种覆盖率达到80 % 以上 , 特色农业良种化; 积极探

索适合旱作区的多种旱作技术、旱作农业模式 , 使旱作农业

技术配套化、系统化、成熟化、可行性化。③强化农业科技

培训。近几年民和县农技推广中心举办了各类农业技术培

训数期, 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技术培训 , 使山区农民接受和掌

握了旱作农业新技术及其他多种经营技术和知识。④强化

农业科技开发和农业科技投入 , 实施旱作农业区低产田治

理和改造, 改善和扩大灌溉面积 , 大力发展节水和生态农

业, 加速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 , 增加科技投入力度, 稳定农

业科技队伍。

综上所述, 发展旱地可持续农业必须以“西部大开发”

为契机 , 立足自身资源优势 , 依托科技进步 , 把水资源开发

和利用放在突出位置,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 建立具有发展

前景的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 , 把发展集水农业、生态农业、

特色农业作为重点 , 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 , 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 , 以粮食自给为基础, 实施退

耕还林, 恢复生态环境 , 最终实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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