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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 南依祁连
山， 北靠龙首山与巴丹吉林沙漠相连， 属典型的
温带大陆性气候。 县内总面积5�402.43�km2， 其中，
耕地面积3.99万hm2、 森林面积13.63万hm2、 草原
面积10.67万hm2， 辖8个乡（镇）。 总人口20.3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14.8万人。 海拔1�549～4�444�m， 年
均气温5.9�℃， 昼夜温差大， 无霜期138�d， 年均日
照时数为2�993�h， 属太阳辐射高值区， 光热资源
充足。 全县水资源总量1.24亿m3， 人均占有水资源
630�m3， 是甘肃省18个干旱缺水县之一。 全年降水
量150～230�mm， 且降水时间分布不均， 而年蒸发
量高达2�253�mm， 为降水量的11倍， 干旱缺水一
直是困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
同时全县荒漠化面积达26.67万hm2， 森林覆盖率
低， 荒漠植被稀疏， 生态环境差， 春季大风持续
不断， 常有沙尘暴袭击， 夏季干热风严重， 对农
作物生长造成极大危害。

面对干旱缺水， 土地沙化严重， 生态环境差的
严峻现实， 依据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沙产业”
理论， 提出“在水上做文章， 在沙上找出路” 的发
展思路，以“多采光、 少用水、 新技术、高效益”为核
心， 充分利用有限水资源， 主动调整产业结构［1～3�］。
积极发展以设施双孢菇、 红提葡萄、 牛羊为主的现
代设施农业，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培植新的农
业增长点， 特色产业培育取得了一定成效。
1���特色农业发展现状
1.1 设施农业初现成效

充分利用丰富的荒滩土地和丰富的光热资源，

大力支持引导群众发展荒漠区现代设施农业， 县
政府连续4�a出台优惠政策， 对发展双孢菇、 葡萄、
规模养殖的企业和个人， 实行资金补助和奖励政
策。 通过多年探索发展， 初步形成了城郊延后红
提葡萄产业带， 沿山冷凉灌区食用菌产业带和沿
312国道为主的规模化养殖区［4～6�］。 全县特色农业
呈现出种植业、 养殖业、 日光温室、 果蔬等产业
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7～9�］。 以北部荒漠区沙荒地
为主， 建设万亩寒旱区节水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及9个农民创业园， 建成双孢菇种植示范点14
个， 地坑式双孢菇大棚面积达到148.6�hm2， 并在
清泉镇寒旱区、 李桥杨坝分别建成菌种厂及隧道
式发料厂各1座， 全县建成食用菌预冷贮藏库13
座， 小型腌渍菇加工厂5个， 购置食用菌烘干生产
设备6套， 双孢菇年产达到500万kg以上， 实现收
入4�000万元。 在北部平川区广泛利用沙荒地资源，
依托清泉、 位奇、 陈户等乡镇和焉支设施葡萄有
机栽培科技示范园、 万亩寒旱区科技示范园区等3
个示范园区， 建立了16个节水设施葡萄生产基地，
建成了焉支设施红提葡萄有机栽培科技示范园、
拾号沙产业设施葡萄示范园和焉支山庄葡萄观光
园等3个不同特色的设施葡萄科技示范园（点）， 全
县共建成节水设施葡萄日光温室2�048座， 总产量
达300万kg以上， 产值达6�000万元。
1.2 畜牧产业强势推进

立足山丹县实际， 抢抓机遇， 发挥资源优势，
以养殖小区建设、 牛羊产业开发、 新品种新技术
引进推广等工作为重点， 大力推进畜牧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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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全县以养羊为主的草畜产业呈现强劲态势。
依托开发各类沙荒地资源， 累计建成规模养殖小
区（场）47个， 规模饲养量达到130万多头（只）， 实
现产值1.5亿元， 有力地推进了山丹县畜牧业向区
域化、 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的进程， 实现了畜牧
业由分散养殖向规模养殖、 家庭养殖向工厂化养
殖、 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变。 在羊产业
开发上， 结合山丹县实际， 确立建成“河西优质肉
羊集中产区和全省养羊强县”的目标， 坚持走“区
域化布局、 规模化经营、 标准化生产、 产业化发
展”的路子， 采取“政府引导、 政策扶持、 项目拉
动、 能人带动、 科技推动、 上下联动” 等有效措
施， 推动了羊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全县累计
建成标准化肉羊养殖小区64个， 省级种羊场1个，
改扩建省、 市级种羊场9个， 专业户养羊78万只，
肉羊规模养殖量占养殖总量的63.5%。 在牛产业发
展上， 依托退耕还林（草）后续产业， 积极落实各
项扶持政策， 狠抓肉牛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 良
种繁育、 示范点建设。 全县肉牛饲养量达到4.3万
头， 能繁母牛存栏1.02万头， 肉牛出栏0.85万头，
肉牛养殖小区（场）达到10个， 规模户养牛达到1.2
万头。 2014年底， 全县各类畜禽饲养量达到274.2
万头（匹、 只）， 其中羊饲养量达到138万只， 出栏
60万只， 羊产业产值占到畜牧业总产值的70%以
上， 羊产业已成为全县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1.3 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壮大

近年来， 围绕马铃薯、 油料、 啤酒大麦、 牛
羊、 沙棘、 红提葡萄等特色农产品， 采取集体办、
个体办和联办等多种形式， 新建和改扩建农产品
加工企业达到98户（其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6户、
市级8户）， 销售收入在200万元以上的22户， 加工
量达到21.4万t， 销售收入达5.5亿元， 粗加工率达
37.2%， 深加工率达4.05%。 为激励龙头企业发展，
争取省上产业化奖励资金1�000万多元， 县上奖励
资金50万多元， 协调贷款5�000万多元支持农产品
加工企业的发展。 组织制定马铃薯、 瓜菜、 果品、
畜禽产品等农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 建
成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3万hm2， 积极推进优质
农产品品牌化生产，“丹马”菜籽油、“高原龙”羊肉、
“焉支玉”马铃薯、“芋兴”全粉、“绿丰”脱水蔬菜等
10多个加工农产品获得省、 市级名优品牌称号。

充分利用、 兰新铁路复线、 连霍高速及312国道交
通便利的优势， 着力拓宽和延伸农产品东出、 西
进、 南下的“绿色通道”。 建设以312国道经贸长廊
为中心、 乡村集贸市场为触角、 民间营销组织为
补充的市场网络， 投资1�740.4万元， 新建了山丹县
农副产品综合交易市场， 建成乡镇农副产品集贸市
场12处、 交易点20处， 发展民间运销组织640个、
运销大户86户， 全县参与农副产品经销和贩运的农
民达1万多人， 有效地促进了农副产品的流通。
2���特色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设施农业投资大， 收回投资成本时间长

目前， 设施农业前期一次性投入较大。 除基础
设施外， 修建1座大棚需要资金5万元以上， 形成规
模筹资困难， 一般3～5�a才可收回成本， 种植户信
心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的快速发展。
2.2 养殖小区建设步伐缓慢， 养殖水平不高

从目前发展现状看， 部分群众发展现代规模
养殖、 科学养殖的意识不够强， 养殖小区建设步
伐相对缓慢。 同时发展规模养殖所需投资较大，
由于群众自筹能力差、 民间融资困难、 银行信贷
少、 政府财力支持有限等原因， 规模养殖普遍缺
乏必要的资金支持［10�］。
2.3 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 带动能力不强

近年来， 山丹县农产品加工业虽然取得了长
足发展， 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对农业发展、 农民
增收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总体而言， 农产品加工
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依然不高， 企业规模小， 引导
生产的导向功能、 加工增值的开发功能、 扶持基
地的服务功能、 联结农户的带动功能均不强。 全
县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2家， 只占到加工企
业总数的20.4%， 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占加
工企业总数的8.2%。 同时， 大多数农产品加工企
业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偏低， 生产工艺比较落
后， 生产加工能力与水平还很低。 近十多年来，
原来建成的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由于资金困难、
管理不善、 原材料缺乏和产品滞销等原因， 目前
已有十多家相继倒闭或停产， 直接影响带动产业
的发展。
3���对策
3.1 探索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今后5�a， 以县境内北部沙荒地开发为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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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施能人带动战略， 建设能人创业示范长廊，
发展节水设施农业， 重点建设双孢菇产业和红提
葡萄产业基地。 一是建设以食用菌产业为主， 集
栽培技术研发、 种植、 深加工、 贸易、 生态观光、
科普教育、 农业示范、 推广培训、 冷链物流、 进
出口贸易、 生物科技等项目为一体的循环农业产
业示范基地。 同时， 依托县内9个农民科技创业
园， 积极探索“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将山丹县建成河西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和加工基地。
二是以沿山冷凉地区的5个乡（镇）为主体， 辐射全
县8个乡（镇）大面积建设葡萄、 双孢菇生产棚， 每
年每个乡镇建成2～3个连片6.67�hm2以上生产示范
基地， 沿山乡镇每个村都建成1～2个生产基地，
30%的农户户均建成2～3座生产大棚， 全县双孢
菇、 葡萄生产面积达到666.67�hm2， 推进全县现代
设施农业快速发展， 使其发挥节水效益、 生态效
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
增收。
3.2 提升畜牧产业经营水平

以项目建设为依托， 以发展规模养殖、 品种
改良、 疫病防治、 培育新型农民为重点， 发展壮
大羊产业， 着力培育牛产业， 提升产业整体水平，
努力建成全省的养羊强县和畜牧大县。 一是加快
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 按照“小群体、 大
规模、 舍饲养、 建小区” 的发展模式， 以县种羊
场、 奥尔丹牧业公司种羊场为龙头， 高山畜牧业
养殖示范园区建设为中心， 新建养殖小区（场）30
个， 带动全县畜禽养殖量达到300万头（只）， 其中
肉羊育肥饲养量达到150万只以上。 二是加快良种
繁育体系建设步伐。 加大县种羊场的管理和建设
力度， 进一步提高肉羊良种化程度。 以引进的牛、
羊、 猪等新品种为主推品种， 改良畜种22万头
（只）， 提高全县畜禽良种化程度。 三是狠抓饲草料
加工转化和利用。 大力推广优质牧草种植、 秸秆青
贮氨化、 玉米整株带穗青贮、 草粉加工发酵等调制
加工技术， 引导群众种植优质牧草1万hm2。 四是强
化动物防疫检疫工作。 抓好动物疫情测报及重大动
物疫病的防控工作， 切实搞好畜禽秋季疫病防治工
作， 确保畜牧业的健康安全生产。 五是加快组建草
畜产品贸易专业市场， 力争5�a内建成河西地区规模
较大的畜禽及其产品加工销售集散中心， 逐步形成

比较完备的草畜产品交易市场体系。
3.3 着力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业

重点发展和新上畜禽（牛羊）屠宰生产线、 马
铃薯全粉、 淀粉生产线、 中药材加工生产线、 双
孢菇及脱水蔬菜加工生产线等项目， 将山丹打造
成为甘肃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一是
支持爱福公司扩建改造原菌种厂和研发中心， 新
建年产3�000万kg工厂化隧道发酵式原料生产厂，
新建食用菌加工厂， 新建爱尔兰式工厂化食用菌
生产基地。 二是扶持县内2家马铃薯种薯生产企业
和芋兴、 瑞达2家马铃薯淀粉、 全粉加工企业， 提
升企业加工能力， 带动产业形成规模优势， 促进
基地农民增产增效。 三是提升中牧山丹马场丹马
油脂公司2�000万kg食用植物油加工生产能力， 扶
持培育金山、 瑞源2个啤酒麦芽加工企业， 形成
8�000万kg啤酒麦芽生产能力， 带动油料、 啤酒大
麦轻工原料产业稳定发展。 四是改造提升现有高
原龙、 康源清真等肉牛肉羊屠宰加工企业， 年加
工能力达到30万头（只）， 配套完善相关设施， 提
高肉羊肉牛产业附加值， 通过技术合作建设皮毛
加工厂， 研究开发牛羊骨、 血生物制品项目， 实
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五是扩大绿丰脱水蔬菜加
工生产能力， 建成年加工2�000万kg的蔬菜生产线；
新上双孢菇加工生产线， 年加工盐渍菇3�000万kg。
六是扶持神农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新上年
加工能力5�000万kg的中药材加工生产线一条， 带
动全县中药材的生产、 加工及销售。 七是建好良
种场农副产品综合交易市场， 带动全县农副产品
的流通、 销售。 利用5�a时间， 培育形成销售收入
2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25户以上， 培育2
户产值（或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 5户产值（或
销售收入） 超5�000万元的集团型企业， 到2020年，
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龙头， 增长型企业为支撑，
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加工企业集群， 全面带动特
色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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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农业生产、 农民生活水平、 农村基础设施和扶贫开发4个方面介绍了宝鸡市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
展的变化， 并对未来宝鸡农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提出宝鸡农业应走科技化和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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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宝鸡农业得以快速发展。 在
取得成效的同时， 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这对当
地更好地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农业强、 农民富、
农村美”的农业梦具有重要意义。
1���农业生产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 宝鸡粮食总产量在百万吨以下
徘徊。 改革过程中， 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
下， 总产量迅速突破了百万吨大关。 1987 年达到
126 万 t， 社会人均粮食产量超过 400�kg； 1988
年虽受自然灾害严重影响， 但仍然获得较好收
成， 粮食产量达到 118 万 t， 属历史上第 2 个丰
收年。

在农村改革中， 全市积极贯彻城乡一体、 城
乡结合、“两下两进一建设”（即科技下乡、 工业下
乡、 农副产品进城、 农村劳务和资金进城， 加强
小城镇建设）的战略。 农民群众在“决不放松粮食
生产，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方针指导下， 积极从
事副业生产、 建厂、 办店、 搞建筑、 跑运输， 农
村产业发生大变革， 农村经济得以活跃。 剩余农

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 乡镇企业成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靠山。

随着改革的深入， 农村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转变， 农业商品率由 1985 年的 43.3%提
高到 1988 年的 49.4%�［1�］。 这既增加了农民收入，
又满足了城镇居民副食品需求。 乡镇企业快速发
展， 农村经济结构趋于合理。“以工补农”、“以工建
农”， 为促进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资金和生产资
料。 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农村水
利化、 机械化、 电气化等进程加快。

2000 年以来， 宝鸡市政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共同在宝鸡 12 个县区建立了 30 多个农业专家
大院。 根据地方产业发展需要， 选派专家直接将
新技术、 新成果从实验室带到示范园区进行示范，
为农民做出了样板。 并通过咨询、 培训、 指导，
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和新型农民， 带动了
农户， 促进了宝鸡农业经济的发展， 加快了先进
技术的推广应用［2�］。 如宝鸡市马江辣椒专家大院，
育成线辣椒新品种的质量和产品质量及相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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