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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秦安县旱作农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今后秦安县旱作农业的发展对策是调整优
化农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绿化进度，改善生态条件；积极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强技术、人才培训和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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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北部，渭
河支流葫芦河中下游，属陇中黄土高原西部梁峁
沟壑区，是甘肃省 18 个干旱县之一。总面积
1 601.6 km2，其中耕地面积 7.006万 hm2，人均耕
地 0.117 hm2，干旱少雨，年平均有效降水仅有
428.8 mm，且分布不均，有效利用率低，旱灾频
繁发生，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干旱缺水是制约

秦安县农业发展、农民脱贫的主要因素，靠天吃
饭、广种薄收的生存方式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转
变［ 1～5］。为改变这种面貌，秦安县依靠科技，不
断探索旱作农业生产摸式。近几年来，玉米全膜
双垄沟播、马铃薯全膜双垄垄侧穴播和春早熟马
铃薯全膜高垄栽培等技术为主的旱作农业技术的
推广，使群众脱贫致富进入快车道。

量也以处理③最高，为 55 714.5 kg/hm2，较 CK增
产 11.62%；处理④次之，为 51 048.0 kg/hm2，较
CK增产 2.27%；处理②最低，为 47 184.0 kg/hm2，
较 CK 减产 5.47%。产值也以处理③最高，为
58 500.22元/hm2，较 CK增加 8 586.22元/hm2；处
理④次之，为 49 006.10 元 /hm2，较 CK 增加
907.90元/hm2；处理②最低，为 42 465.60元/hm2，
较 CK减少 7 448.40元/hm2。对产量和产值分别进
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处理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区组间差异均不显著，进一步用 Duncan法进行多
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产量和产值处理③与处理
①（CK）、处理②、处理④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处理④与处理①（CK）差异不显著，但均与处理②
差异显著。
3 结论
在酒泉市砂地条件下，采用不同覆膜方式栽培

西瓜的试验结果表明，以高垄沟灌覆盖透明地膜栽
培的效果最佳，较透明地膜半膜平作（CK）提早成熟
2 d；单瓜重较透明地膜半膜平作（CK）增加 0.44 kg，
中心折光糖含量较透明地膜半膜平作（CK）高 1.1百
分点。折合产量最高，为 55 714.5 kg/hm2，较透明
地膜半膜平作（CK）增产 11.62%；产值最高，为

58 500.22元/hm2，较透明地膜半膜平作（CK）增加
8 586.22元/hm2。由此可以看出，高垄沟灌栽培覆盖
透明地膜可有效提高增温效果和保墒蓄水能力，提
高西瓜产量、效益，可在酒泉市半干旱地区砂地及
周边类似区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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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
1.1 全膜覆盖技术广泛应用

推广以全膜覆盖为主的旱作农业技术，提高了
粮食产量。通过秋覆膜或顶凌覆膜，将全年所有的
降水积蓄在土壤中，使季节不均的降水变为作物全
生育期可用的有效水分，从根本上解决了自然降水
利用率不高的问题，为抵御旱灾威胁、挖掘粮食生
产潜力，确保粮食安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7～20］。
2008—2013年全县全膜覆盖种植推广面积 3.835万
hm2，平均增产 2 353.5 kg/hm2，增幅 28％，总增产
粮食 9.03万 t。在连年受旱的情况下，粮食总产不
断创出历史新高，先后两次被农业部授予“粮食生
产先进县”称号。
1.2 地膜马铃薯栽培模式效益凸显

在全膜覆盖技术推广过程中，技术人员通过
积极探索，总结形成了马铃薯全膜双垄垄侧穴播
栽培模式和春早熟马铃薯全膜高垄栽培模式［ 21～29］。
这两种栽培新模式自 2008年在秦安县的五营乡试
验以来，栽培面积已逐步扩大到全县所有适宜区
域。2008年试验示范 13.33 hm2，2009年示范推广
66.67 hm2，平均产量达 36 900 kg/hm2，较露地栽
培马铃薯增产 6 660 kg/hm2，增幅 22%；2010年推
广 0.267万 hm2，平均产量为 24 570 kg/hm2，较露
地栽培马铃薯增产 4 605 kg/hm2，总产量 6 552万
kg，总增产 1 228万 kg。其中春早熟马铃薯全膜高
垄栽培模式更是具有上市早、产量高、经济效益
显著等特点，河谷地带在 3月上、中旬播种，6月
中旬收获上市，最高产量可达 60 000 kg/hm2，平
均产量为 39 750 kg/hm2，产值达 24 000 元 /hm2，
有效解决了传统马铃薯栽培受伏旱威胁的问题，
显著提高了旱地马铃薯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
1.3 旱地施肥技术不断创新

长期以来，传统施肥技术具有极大的盲目性，
施量不平衡、比例不合理、忽视微量元素施用等现
象十分突出，既增加了生产成本，影响了农产品质
量，又造成了环境污染，化肥利用率远远低于全国
平均 30%的水平。自 2007年开始，秦安县在不同
作物上开始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测土到
田、配方到厂、供肥到点、指导到户”的模式，改
变了农民“施肥越多越好”的盲目做法，提高了施肥
的科学性，达到了以肥调水的目的。该技术年应用
面积 3.000万 hm2以上，应用范围覆盖到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果上。据测算，粮食作物平均增
产 286.8 kg/hm2，节约成本 84.00元/hm2。果树平均
增产 1 157.4 kg/hm2，节约成本 155.25元/hm2。化肥
利用率平均提高了 4.8%，技术入户率达到 92.2%，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4 设施栽培技术更加成熟

设施栽培是旱作雨养农业区最大限度利用天
然降水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通过积极调整农业
内部产业结构，在扩大蔬菜生产面积的基础上，
广泛应用设施蔬菜栽培技术，以山地日光温室和
塑料大棚为主的设施农业初具规模，目前全县设
施蔬菜面积达 551.60 hm2，其中日光温室 84.93
hm2，塑料大棚 466.67 hm2。尤其自 2010年开始，
通过创新机制，大胆尝试，采取了土地流转、反
租倒包、建设商垫资、大规模建棚等超常规的工
作措施，设施蔬菜面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年
新建塑料大棚 3 000个，逐步形成了以刘坪杜寨为
代表的浅山干旱区“梯田 +水窖 +日光温室 +滴
灌”生产模式、以柴家山农业综合示范园为代表的
“日光温室 +集雨水窖 +滴灌 +沼气 +养殖”五位
一体高效栽培模式、葫芦河川道区二代日光温室
蔬菜、油桃生产模式以及葫芦河清水河流域川道
区塑料大棚蔬菜生产模式。据测算，日光温室年
栽培蔬菜产值在 18 万元/hm2 以上，纯收入在 12
万元/hm2以上。设施栽培技术的应用，为发展高
效旱作农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1.5 综合开发模式稳步推进

秦安县立足实际，统筹谋划，科学布局，把
全膜覆盖旱作农业技术与梯田建设、果椒基地建
设、集雨节灌相结合，大力推广“梯田+节灌+林
果+全膜”的旱作农业发展新模式。近年来分别在
千户乡四坪梁流域、王尹乡姚沟流域、王铺乡郭
岔流域，以及云山、兴丰、中山、陇城等乡镇稳
步推进整流域片带式综合开发，在规模化机修梯
田地内规划布局全膜覆盖技术和果椒基地建设，
同时配套集雨节灌、田间道路等基础工程项目，
既实现了治理流域、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又使
土地生产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2 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秦安县虽然在旱作农业生产中取得了

较好成效，但还存在许多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主
要是灌溉设施严重不足、水资源匮乏，农业生产
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严重制约
着秦安县农业发展。二是农业的产业结构与品种
结构不合理。秦安县的优势产业是林果业，而蔬
菜主要靠外地供应，急需建立蔬菜产业基地，解
决当地群众的菜篮子问题。三是由于地方财政和
农户自身投入都十分有限，农业投入不足。四是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社）的辐射带动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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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对策
3.1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以发展现代农业

为方向，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重点，以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和农业农村科学发展示范点创建为抓
手，不断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
3.1.1 全力实施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要提高农
业生产水平，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是最为关
键的一环，加强农业技术的示范推广是目前秦安
农业种植在经济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水平都较低状
况下的有效措施。选择农业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
建立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要紧紧围绕“秦安县省
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总体规划”，按照园区引领、示
范带动、科技推动、集约经营、品牌增效的思路，
坚持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原则，立
足资源优势和区域特色，完善产业布局规划，整
合项目资金，积极创建王尹蜜桃产业市级示范区
和五营卧牛坪等 10个县级示范区。形成先发展部
分地区再带动全县发展的思维，提高区域农业综
合水平。
3.1.2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 一是大力发展林
果业。以南部山区、清水河流域、魏店北山等 3
个 666.67 hm2 优质果品产业示范园为重点，积极
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建园，新建优质水果基地
0.333万 hm2，完成老果园提质增效 0.333万 hm2，
水果套袋 6亿个。二是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加强
对农业新技术的示范推广。积极推广高效节水旱
作农业技术，加快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完成全膜
玉米种植 1.000 万 hm2，建立马铃薯良繁基地
1 333.33 hm2，新建蔬菜塑料大棚 66.67 hm2，建
设中药材生产基地 666.67万 hm2。重点是通过招
商引资等方式，建设标准化食用菌生产基地
66.67 hm2。三是加快发展畜牧养殖业。建成兴国
镇畜禽养殖示范区，新发展规模养殖户 300 户。
强化动物防疫和监督工作，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
全。
3.1.3 高度重视品牌建设 秦安农业的发展要根
据市场需求变化趋势进行，树立品牌意识，积极
开拓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市场，实施特色名
牌、品牌战略。充分利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等品牌优势，抓好农产品商标注册工作，培育优
质农产品自主品牌，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拓宽销
售渠道，努力提高秦安县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
占有率。一是政府应通过正在形成的政府网络，
发布市场信息，介绍当地产品情况，实现网上贸
易，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尽量减小空间距离对

秦安县农产品走向国内外市场的制约。二是各级
政府要树立服务意识，转变职能，有计划、分步
骤地选择重点产品，利用电视、新闻网络和其他
媒体发动宣传，提高、扩大本地品质优良的农副
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知名度，形成秦安特有的
名牌或品牌产品。
3.1.4 大力发展龙头企业 围绕主导产业，积极
鼓励、扶持、引导和培育，通过多种形式，整合
资源、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特别是对发展基
础好、品牌优势强、科技含量高的重点龙头企业
加大扶持力度，重点建设，发挥带动作用，提升
产业效益。要以农副产品加工、转化、增值为突
破口，扶持兴办以农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
运销等为主的龙头企业，建设安伏农贸物流示范
区和莲花镇进出口果品精加工示范区，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和农产品增值增效。
3.2 加强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坚持天
上水、地表水、地下水“三水”齐抓的原则，围绕
蓄水、保水、节水的总目标，开源与节流并举，
建设与管理并重，蓄水与灌溉结合，节灌与农业
技术配套，走以水抗旱的路子。全县要以提高水
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全力做好引洮二期前期各
项工作，着眼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合理配置
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以饮水安全为重点，集中
供水与单村供水工程相结合，解决全县农村人口
饮水问题。以农村节水灌溉为重点，实施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和小型灌溉系统更新改造。
按照“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提、蓄、
灌、集、节综合运用”的思路，加大坡耕地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力度，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大力实
施葫芦河、清水河干支流堤防工程建设，提高防
洪减灾能力。力争“十二五”末，全县新增有效灌
溉面积 0.160万 hm2，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0.135万
hm2，新修梯田 1.000万 hm2，综合治理小流域 120
km2。建成集雨节灌水窖 1.56万眼，发展水窖补灌
面积 0.208 万 hm2。新修加固葫芦河干支流堤防
73.5 km。建成小湾河水库，规划库容 227万 m3，
年供水 3 84万 m3。有效解决 25.71万农村人口的
饮水安全问题；其次，加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启动县内自然村道路通达、通畅工程建设，构筑
以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主骨架，以通县二级公路环
道为主线，以通乡三级公路为支线，以通村沥青
水泥路为脉络的交通运输网络，实现“骨架高速
化、主干二级化、支线等级化、网络合理化”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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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快绿化进度，改善生态条件

继续抓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大流域综合治理，减少水
土流失，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坚持每年工程
造林 1 333.33 hm2，到 2015 年，新增森林面积
0.640万 hm2，力争森林覆盖率达到 30%。
3.4 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鼓励
龙头企业、科技人才、农村能人领办专业合作
社和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着力扶持一
批内部运作规范、市场竞争力强、辐射带动面
广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合作组织（社）数
量由现在的 58 家增加到 152 家以上，各类农业
产业化组织（社）辐射带动农户 50%以上。通过
推广旱作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等措施提高组织
化程度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不断提高农业
产业化经营水平。
3.5 加强技术、人才培训和引进

政府和各级相关部门要在充分利用现有农业
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借鉴国
内外发展经验，引进先进技术，以促进秦安旱作
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在现有技术人员的基
础上，通过技术培训、实践生产等方式以提升农
业技术水平，有计划、分层次、有步骤的引进高
技术人才，为秦安农业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建立
长效发展机制，推进秦安旱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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