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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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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 减灾、 优质、 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均为国内
同类领先水平， 育成线辣椒品种 8819、 宝椒 10
号、 宝椒 11 号等， 促进了宝鸡市以及陕西全省辣
椒产业的发展。
2���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衣着日趋新颖、 美观、
时尚， 砖瓦房越盖越高， 家庭耐用消费品由“实用
型”向“享受型”转变（表1）， 道路硬化， 环境绿化，
路灯亮化， 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 2012 年对 12 个
村组 840 户农户（平均每户4人）的调查显示， 农民
人均纯收入为 7�373 元， 人均住房面积 33�m2 ［3�］，
12 个县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呈增长趋势， 且增幅
保持在 16.0%~18.9% ［4�］。

3��农村基础设施的变化
3.1 农村水利建设

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宝鸡市围
绕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利用， 大力实施项目带
动战略。 组织实施了水资源配置、 灌区续建改造、
防洪保安等项目， 加快了以渭河流域治理为重点
的水利建设前期工作， 同时积极开展了治水新思
路的探索实践。 初步建成了具有较高水利化程度
的农田灌溉体系， 为确保陕西省粮食安全作出了
重要贡献。 宝鸡峡加坝加闸工程的建成， 改善了
农村饮水困难的局面。 农村集中供水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保证了饮水安全， 还以典型示范工程为样
板， 建成农村饮水工程 200 多处， 打破了过去 1
组或 1 村多处饮水工程的格局。 宝鸡市农村饮水
事业正逐步走向“水量充足、 水质达标、 效益显
著”的良性发展轨道。
3.2 农业机械化

从 1979 年开始， 我国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
重大改革， 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了第 2 个发展阶

段。 1983 年， 中共中央发布的《当前农村经济改革
的若干问题》， 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
加工机具、 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和
运输， 对大中型拖拉机和汽车， 不必禁止私人购
置。 改革开放中期， 陕西省农用拖拉机已有一定
数量（表2）。 1994 年， 国家全部取消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出台的农机化优惠政策， 农机化进入了以市
场为向导的发展阶段。
4���扶贫开发

近年来， 宝鸡市对扶贫工作越来越重视， 对
农村“三无户”开展住房工程、 65 岁以上残疾老人
生活补贴、 山区节能减柴“三个先试行”。 按照工
作到村、 扶贫到户、 综合治理、 整村推进的原则，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居环境的整治。 组织贫困
农民参加实用技术培训， 开展了贫困大学生助学
项目， 实施了全市第 2 轮突破西山战略。 从基础
设施、 产业开发、 移民搬迁、 人口素质、 社会事
业和生态环境 6 个方面着手， 建立特有的扶贫开
发、 社会帮扶等机制。
5����启示与建议

当前， 宝鸡全面深化改革， 现代农业加快发
展， 农村工作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 建设“六基
地一中心”。 农业园区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如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逐渐发
展壮大。 县镇村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网络逐步健全，
科技服务农业的力度加大。 同时， 巩固和发展农
业试验站， 使其成为促进研究成果向社会生产力
转化的纽带， 成为新的农业生产系统示范基地，
推动农民素质提升， 使推广与科研处于良性互动
的关系中［5�］。

生活性消费项目 消费支出
（元/人）

食品 1�620
衣着 388
居住 1�567

家庭设备用品及其他 406
医疗保健 668
交通和通信 503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632
其他商品和服务 150

合计 5�934

表 1 2012年宝鸡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情况

年份 大中型拖拉机数
（台）

小型拖拉机数
（台）

1988 16�397 169�231
1989 11�594 152�941
1990 17�500 200�000
1991 17�647 215�000
1992 17�391 217�308
1993 19�565 243�500
1994 16�960 201�887
1995 15�234 194�000
1996 13�901 180�628
1997 18�452 172�222
1998 20�000 177�419

表 2 改革开放中期陕西省农用拖拉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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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 提高质
量， 在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 确保粮食安全和
食品安全［6�］。 在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的背景下， 发
展现代农业， 确保粮食安全，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人员， 最重要的工作是多
到农村走一走， 多与农民交流， 真正了解农民的
诉求； 要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担负起服务“三农”
的责任， 为农民的生产、 生活服务； 要与时俱进，
多学习中央有关农业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法令，
提高推广技能， 能让新技术、 新品种、 新成果顺
利地转化为生产力。

历史告诉我们， 人类若不能很好地处理与自
然界的关系， 往往会作茧自缚。 两汉时期， 河西
走廊地区的开发为中国历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但由于当时对生态环境规律认识不够， 战争、 垦
殖、 乱砍滥伐等人类活动的过度参与加大了生态
环境的承载容量， 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历史的遗
留而不断影响着后世［7�］。 因而， 要大力研究和推
广农作物绿色增产等技术， 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

的农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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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青稞新品种黄青 2 号的品种来源、 特征特性、 产量表现及栽培技术要点。 在 2009—2011 年
第三轮国家青稞品种区域试验中， 黄青 2 号平均折合产量 4 086.0 kg/hm2， 比对照品种康青 3 号增产 15.3%。 表
现综合性状优良， 耐寒、 耐旱， 丰产性好， 适应性广。 适宜在青海西宁、 互助、 四川马尔康、 道孚， 甘肃甘南，
云南迪庆青稞种植区种植。

关键词： 青稞； 黄青 2 号； 新品种； 甘南州

中图分类号： S512.3���������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1-1463（2015）05-0071-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05.023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 平均
海拔 3�000�m， 大部分耕地分布在海拔 2�400～
3�200�m， 寒冷湿润， 无霜期短， 自然条件差的高
寒阴湿区［1～3�］。 青稞以其早熟、 耐寒、 耐瘠， 抗
逆性强等优异种性成为甘南高海拔地区种植的优
势作物［4～5�］， 常年播种面积 1.53 万 hm2 左右，

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各类农作物之首。 青稞新
品种黄青 2 号原代号 9642， 为甘南州农科所通过
杂交选育而成， 在 2009�— 2011 年第三轮国家青
稞品种区域试验中， 平均折合产量 4� 086.0�
kg/hm2， 比对照品种康青 3 号增产 15.3%。 具有
耐寒、 耐旱， 丰产性好， 适应性广等特点。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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