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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酒泉市肃州区发展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的的现状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布局；加
大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技术研发；强化产销对接；建立健全推广服务体系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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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州区发展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生产的思考

酒泉市肃州区地处甘肃西部，河西走廊西端，
东西长104 km，南北宽84 km，总面积3 386 hm2，
辖7镇8乡123个行政村，总人口46.5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22万人，法定耕地面积4.17万hm2，是农业部
《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确
定的黄土高原夏秋蔬菜重点生产基地和甘肃省确
定的重点蔬菜优势区。蔬菜产业一直是当地的重
要支柱产业，设施蔬菜从20世纪90年代试验种植，
逐渐发展到目前的2 000.00 hm2，在菜蓝子保障工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但随着设施蔬菜产业的
不断壮大，特别是城郊蔬菜种植区，粮菜争地矛
盾日渐突出，加之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与现代农业
规模经营的矛盾，2007年，肃州区立足干旱少雨、
荒漠化严重的自然现实，利用丰富的沙化土地、
戈壁滩、盐碱地、石砾地等非耕地资源，适时提
出了“非耕地上建温室，无土栽培保产量，高效
节水增效益”的设施蔬菜发展思路，创造性的在
盐碱、戈壁、荒滩等非耕地上开展了设施蔬菜相
关技术试验，通过几年的探索和总结，创立了“多
采光、少用水、不占耕地、高效益”的设施蔬菜生
产经营新模式。
1 现状

肃州区2013年日光温室面积为2 100.00 hm2，
其中在非耕地上搭建日光温室340.00 hm2，占日光
温室总面积的16.2%，涉及全区11个乡（镇）64个村
组，主要种植蔬菜、食用菌、葡萄等园艺作物。
在肃州区的总寨、银达、西洞乡（镇）建成66.70
hm2以上非耕地设施蔬菜示范园区3个，6.70 hm2以
上示范小区6个；成立非耕地日光温室蔬菜专业合
作社5个。其中总寨千亩非耕地设施蔬菜产业园、
银达六分非耕地设施农业产业园分别被命名为国
家和省级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园。

2 发展优势
2.1 非耕地资源丰富

肃州区土地总面积为33.50万hm2，农用地总面
积为10.56万hm2，为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1.47%（其
中耕地面积 7.05万 hm2，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66.81%）。未利用地（又称自然保留地）21.33万hm2，
占全区土地面积的63.61%。主要分布在肃州区北
部边湾滩、明沙窝滩、黄泥堡滩、狼窝泉滩的盐
碱地，单墩滩、明沙窝滩、黄粮墩滩的沙地和城
郊“北山石滩、西石滩、西洞滩”及东洞南滩的石
砾地。除西石滩及西洞滩部分开发建设为酒泉高
新技术开发区外，目前发展的非耕地设施农业集
中在未利用的石砾滩上，开发率不及0.02%，非耕
地资源可利用发展空间巨大。
2.2 经济效益显著

非耕地日光温室墙体材料就地取材，以卵石为
主，使用寿命达50 a以上，为传统日光温室使用年
限的3～4倍。栽培技术以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为主，
其基质可连续使用3～5 a，每年只需添加少量新料
即可实现连茬种植。双孢蘑菇采用早春茬栽培方式，
可就地复种一茬茄果类或叶菜类蔬菜；配套应用的
食用菌微喷、蔬菜膜下滴灌节水新技术，比常规种
植节水 3 750～4 500 m3/hm2，节水率达 41.7%～
50.0%。平均产值37.5万～45.0万元/hm2，比耕地上
建造的普通二代日光温室增加产值7.5万元/hm2左右。
2.3 生态效益明显

食用菌和有机生态无土栽培基质，主料主要选用
农作物秸秆（麦秆、玉米秆、玉米芯、棉籽壳等）和畜
禽粪便（牛、马、羊、鸡粪等），将传统“粮-畜-粮”、
“粮-畜-菜”循环农业产业链延伸至“粮-畜-菌-菜-
粮”，既提高了废旧资源利用率，净化了农村人居环
境，又保护了生态。推广种植的食用菌，以棒栽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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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料栽培为主，不受土壤等因素限制；主推的有机生
态无土栽培和菌菜轮作、复种技术，有效解决了土壤
连作障碍和土传病虫害的发生，农药、化肥用量减
少；施用有机生态专用肥，降低了蔬菜亚硝酸盐含
量，产品质量较高，品质绿色安全。
3 存在问题
3.1 缺乏整体规划
肃州区虽在非耕地设施蔬菜种植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但规划理念落后，只注重建设速度，不重
视长远和整体规划，各乡（镇）各自为阵，特色不明显，
生产、保鲜、物流环节不配套，辐射带动作用不强。
3.2 投资成本大

为迅速扩大非耕地日光温室规模，各乡（镇）政
府普遍采用政府统一规划建造、农户购买或租赁经
营的模式建设。一座480 m2非耕地日光温室搭建成
本7.5万～8.0万元（不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政
府为每座温室补助2.0万～3.0万元，农户承担4.5
万～6.0万元，正常经营2～3 a可收回成本，但农户
仍然感觉一次性投资大，资金回收周期长，加之生
产区地处戈壁荒滩，管理不便，农户积极性不高。
3.3 技术研发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

有机生态无土栽培、菌菜复种、菌菜轮作技
术虽得到广泛应用，但在温室保温材料选用、工
厂化育苗、品种引进、茬口安排、种植规格、专
用肥、应对极端恶劣气候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科技支撑作用不强。在设施建设方面，只注重了
水、电、路、林等基础设施和育苗中心、日光温
室生产设施的建造，保鲜设施、物流配送、生活
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还不够完善。
3.4 劳动者科技素质不高

农村年富力强的劳力向城市转化和转型，现有
的农村劳力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接受新知识能力
弱，严重制约着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
4 建议
4.1 合理布局
在综合考虑肃州区中北部、南部沿山不同区

域的水分、光照、温度、非耕地质地等自然条件，
运输条件、发展模式、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综合因素的前提下，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创造优
良的生产条件，促进肃州区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
蔬菜生产可持续发展。
4.2 加大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是实施非耕地高效节水

设施蔬菜产业化发展战略的必要保障。对从事非
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的龙头企业、产业化合作
组织及个人，在符合肃州区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
蔬菜发展规划的前提下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特
别是在土地使用方面，在符合国家土地使用相关

政策的前提下，无偿使用且权限清晰，使其对土
地具有一定期限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并可继承和
转让，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通过政策引导，鼓
励民间资本投入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产业发
展，特别是要引导企业和能人大户参与育苗、保
鲜、物流、销售等经营环节，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4.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虽然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发展前景广阔，

但与可耕地农业相比，非耕地环境相对恶劣，基
础条件较差，在非耕地上发展高效农业资金投入
和风险远高于可耕地农业，因此，政府应加大资
金投入力度。一是实行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
发展财政补贴，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非耕地平
整治理、水利、电力、道路和栽培设施等建设的
补贴；二是实行政策性保险补贴，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采
取政府补一点、生产者承担一点的办法，降低生
产风险，解决其后顾之忧；三是对入驻园区的企
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的投资者，给
予必要的资金支持，鼓励向专业化、社会化和企
业化方向发展，逐步实现“工厂化育苗、订单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的目标。
4.4 加强技术研发

科技是促进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发展的
有力保障，准确把握国家、省（市）投资导向，加强
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科技立项工作。在组织
现有科技部门联合技术攻关的前提下，加强与国
家、省（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部门密切合作，
集中研究解决不同区域非耕地栽培设施设计、品
种筛选、栽培基质、肥水高效利用、专用肥生产、
节水灌溉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建立不同区域
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应对极端性天气（干旱、
冻害、极端性持续低温阴雨寡日照、大风、雪灾、
冰雹等）安全生产技术体系和生产投入品（化肥、
农药、生长调节剂等）质量安全体系，引入蔬菜质
量可追溯体系，大力发展订单蔬菜，为非耕地高
效节水设施蔬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5 强化产销对接

通过政策、资金杠杆，引导民营资本进入蔬菜
保鲜、物流、销售等环节，在非耕地设施蔬菜基地建
立保鲜设施，在城区建立配送中心，解决好生产者无
法也无力解决流通环节中的问题，最大程度的消除生
产者后顾之忧。同时，引导生产者树立品牌意识，通
过合作社打造蔬菜品牌，通过“农超对接”、农产品
绿色通道、订单蔬菜等办法强化产销对接，减少中间
环节，畅通销售渠道，增加生产者收益。
4.6 建立健全推广服务体系

肃州区已基本形成了区有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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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庆阳市绿色食品绿豆生产的

产地环境、产量指标、选地整地、品种选择与
种子质量、施肥、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建
档。
本规程适用于庆阳市绿色食品绿豆的生产实

施，同类型气候地区可参考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4404.2粮食作物种子 第2部分：豆类
NY/T39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条件
NY/T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394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3 产地环境条件
产地环境条件应符合NY/T391的要求。

4 产量指标
1 500～2 250 kg/hm2。

5 种子质量
种子质量符合GB4404.2-2010标准。

6 栽培管理措施
6.1 品种选择
选用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结荚集中、成

熟期一致、不裂荚落粒，适宜本区域栽培的品种

赤绿1号、中绿2号、晋绿豆2号及庆阳市地方品种
小绿豆和环县绿豆。
6.2 选地整地

选地应符合NY/T391的规定。前茬选择玉米、
小麦、马铃薯等禾谷类作物茬口。前茬作物收获
后秋翻深耕灭茬、熟化土壤，耕深20～25 cm。冬
春季节镇压耙耱保墒。
6.3 施肥
施肥严格按照NY/T394的规定执行，合理配方

施肥，重施基肥，适量追肥。施肥量与施肥方式
应符合表1。

6.4 种子处理

播种前对所选用的种子进行机械筛选或人工
粒选，剔除病斑、虫蛀粒、碎粒、小粒、秕粒、
异色粒种子及杂质，选择晴朗天气晒种8～16 h。
6.5 播种

地表10 cm地温连续5 d稳定通过l2℃时即可播
种，庆阳市以4月20日至5月5日为播种适期。根据
土壤肥力、气候条件、品种特性等确定播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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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综合站、组有科技示范户
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但村级缺少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是个短板。一是建立村级新型农业社会化
服务站。在现有行政体制设置的前提下，政府筹
措一定资金，根据服务对象数量、每村选聘2～4
名实践经验丰富的“田秀才”“土专家”作为村级农
业技术员，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满足生产者
需求；二是采取请进来讲和送出去学的方式，强化
区乡技术人员培训，及时更新知识；三是派驻科技

特派员进乡驻村入园，强化村级农业技术员和生产
者的培训指导，加快推进非耕地高效节水设施蔬菜
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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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方式 肥料种类 施肥量
（kg/hm2）

基肥 农家肥（高温堆积发酵后完全腐熟） 45 000.0
硫酸铵（含N 20%） 300.0～450.0

过磷酸钙（含P2O5 12%） 300.0～450.0
追肥 硼酸溶液（含H3BO3 0.2%） 10.0～15.0

磷酸二氢钾（含KH2PO4 0.2%） 4.5

表1 施肥量与施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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