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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地处甘肃省东部，属陇东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海拔 890～1 520 m，年平均气温 8.6
℃，年均日照时数 2 452.5 h，≥10℃积温 2 635～
3 050℃，年均降水 650 mm，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降水适中，是甘肃省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1］。
据 2012年灵台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全县粮食总
产达到 18.37万 t，平均单产 3 663.0 kg/hm2，农民
人均种粮收入 84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19.4%，
粮食生产的丰歉直接关系着当地农民增收和农村
经济的发展。
1 生产现状
1.1 生产条件逐步改善

近年来，灵台县委、县政府加大了粮食生产
基础建设工作力度，尤其是梯、条田建设步伐逐
年加快，全县每年完成平田整地面积 667 hm2 以
上，“田园化”建设面积 50 hm2以上。据统计，2013
年底灵台县梯、条田面积达 4.7万 hm2，其中保灌
面积 0.31万 hm2，使粮食生产条件逐步得到改善。
1.2 夏秋粮种植结构趋于优化

以玉米为主的高产粮食作物栽培面积日益扩
大，已摆脱单一种植冬小麦的传统模式，夏
（麦）、秋（玉米）比例由 2005年的 2.2∶1调整到
2013年的 1.6∶1，粮食生产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粮

食产量的提高。
1.3 种植技术日趋科学化

近年来，全县推广了良种小麦、玉米高产栽
培、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病虫
草鼠害综合防治、机械化等农业实用技术，使全县
粮食生产由扩大面积、增加总产变为稳定面积、增
加投入，依靠科技提高总产。粮食生产逐步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模式转变。
1.4 初步形成粮牧互动格局

灵台县南部和西部山区荒芜面积大，自然草
场广阔，气候阴湿，发展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目前该区“牛经济”已走上了规模化、产业
化发展道路。随着畜牧业的大发展，对饲草饲料
需求量增加，畜牧业的发展为有机肥建设创造了
条件，增施有机肥料极大地改善了土壤养分状况，
从而增强了粮食可持续发展后劲，粮食生产的重
点由粗放的单一粮食生产模式转向以粮养牧、以
牧促粮、粮牧互动的农业产业化轨道。
1.5 龙头企业凸现
随着灵台县粮食生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粮

食加工龙头企业凸现。灵台县现有小麦加工企业
云翔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是集粮食收购、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粮油骨干企业，年加工小麦 5万 t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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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田间病害识别和收获后种薯的病毒检测
方法等内容培训。根据荷兰专职从事田间检验人员
的总数比例，甘肃省常年种薯生产面积 7.3 hm2左
右，全省专职田间检验员人数应达到 220人以上，
方能满足田间检测工作需要。
3.4 依法监管，发挥全省检验体系作用

借鉴荷兰的做法，让执法部门介入，通过法
律强制性地将马铃薯质量检测与马铃薯生产紧密
联系在一起，适当时机出台甘肃省马铃薯种薯质

量管理方面的地方法规。全省各级种薯监管部门
要定期开展种薯（苗）的监督抽查工作，扩大抽
检样品数量和企业的覆盖面；向社会公布抽查结
果，加大对不合格企业的曝光和处罚力度，对情
节严重的，要吊销种薯生产经营许可证和终止实
施补贴等扶持政策，以充分发挥监督抽查的威慑
作用，督促企业重视和提高种薯质量。

（本文责编：陈 珩）

5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9 20142014 年 第 9 期甘肃农业科技

上，拳头产品为面包型、面条型等专用面粉，
“灵香”牌面粉享誉周边省区，产品销往陕西、宁
夏、四川等省区。灵台县康庄牧业有限公司是集
肉牛品种改良、育肥、饲草加工、有机肥加工及
销售为一体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公司建成年产
1 000 t精饲料加工车间，可年加工利用小麦、玉
米、豆类等粮食 1 200 t以上。
2 存在问题
2.1 粮食生产基础薄弱

灵台县粮食生产环境条件差异较大，产区山、
川、塬并存，山地面积为 3.54万 hm2，占粮田总
面积的 50%以上，中低产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5%。加之种粮农民大多为老年人和妇女，文化
程度不高，科技意识不强，对农业新成果、新技
术接受能力差，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粮食生产
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同时，由于粮食生产关键
时期干旱、霜冻、冰雹、洪涝时有发生，以小麦
条锈病等为主的突发性病虫害发生期早、面积大、
范围广、危害重，粮食生产安全风险较大。
2.2 种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灵台县光照充足，雨热资源丰富，人均粮田
面积较大（约0.25 hm2），资源优势明显。但种植结
构欠合理，冬小麦播种面积较大（2.13万hm2左右），
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 50%，而玉米、高粱等高产
作物面积较小，特别是适宜灵台县种植的豆类（芸
豆、红小豆、大豆）等名、特、优粮食作物面积更
小、产量低。加之夏收后复种指数较低（在 40%以
下），主要以复种豆类、糜子为主，60%的麦田赤
地过夏，生产效益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3 发展建议
3.1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应根据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和生产力的不同配
置，分类指导，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本着农业生态
环境和生产条件的相对一致性，农业发展方向和主
要措施的相对一致性，按照灵台县农业区划成果，
可将全县划分为 6个区，即什字塬区优质小麦、玉
米生产区、南部山区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及马铃薯生
产区、什字塬以西优质小杂粮生产区、邵寨优质专
用小麦生产区、两河川区小麦—玉米双季模式化生
产区、重点适宜制种繁育生产区（在两河川区的梁
原、百里等区域，建立玉米、高粱制种基地；在朝
那塬区建成高强筋小麦良种繁育生产区；在什字塬
五乡镇塬面建立优质小麦常规制种繁育区）。
3.2 集成推广新技术

一是大力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使全县
95%以上的玉米播种面积应用全膜双垄沟播技术。
二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使全县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100%。三是推广粮食作物病虫
害综合防控技术，使粮食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面
积达到 60%以上。四是推广机械化耕作技术，粮
食作物机械化耕作技术覆盖率达到 80%以上。五
是推广粮食双季丰产技术，在两河川区和东部塬
区大力发展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种植模式。
3.3 发展订单农业

依托资源优势和原有的名、特、优地方产品品
牌优势，积极开展招商引资，以贸促产，以销定产，
加工增值；积极培育专业协会，充分发挥各类协会
的作用，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发
展“订单农业”。加大对云翔面业公司和康庄牧业公
司等产业关联度大、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
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龙头企业采取订单生产、预
约收购等形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共同体，增强粮食生产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3.4 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
结合实际，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全县粮食生

产专项规划，全力保障全县粮食生产发展用地，
加快推进现代高效农业建设。进一步完善承包经
营机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加
快土地流转步伐，推进土地集约经营，逐步使全
县粮食生产面积向种植大户集中，向粮食生产规
划集中区扩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综合竞争
力。要建立一套严格的粮食标准规范，从源头抓
起，生产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放心”粮食产品。
3.5 建立健全技术服务体系

一是要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力度，
加强基层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支持农业技术和农
业标准的制定与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二是要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步伐，实行山、水、田、
林、路综合治理，农牧、林业、水利、科技措施
配套实施，大力引进、示范和推广粮食作物新品
种，加大对优质、高产粮食新品种的引试和推广
力度，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切实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三是要建立信息体系，加
强信息引导服务。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网
络，加大县乡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力度，进一
步拓宽信息渠道，加强信息分析预测工作，引导
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通过科技信息的服
务，全面加快全县的“科技兴粮”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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