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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单 230、金穗 3号发病重，正德 306发病轻，
临单 230的病株率为 8.80%，金穗 3号的病株率为
8.00%；正德 306的病株率为 0.60%。
2.5 发病程度与产量的关系

由 2013年的田间调查结果看出，发病株的百
粒重为 23.62 g，较正常健康株降低 10.95 g；单株
平均产量为 0.18 kg，较正常健康株降低 0.05 kg；
发病田折合产为量 8 523.9 kg/hm2，较正常大田折
合产量 8 910.0 kg/hm2减产 386.1 kg/hm2，减产率为
4.48%。由此可见，玉米枯萎病可导致玉米减产。
3 小结
调查结果表明，玉米灌浆期田间出现枯萎病

病株，乳熟期进入发病高峰，一直持续到蜡熟期。
玉米乳熟期正处 8 月份，此时环境高温、高湿，
利于发病，雨后天气转晴，常出现发病高峰，说
明 8月降水量与发病关系密切。连茬种植的地块
比倒茬种植的地块发病重，倒茬及休歇均可有效
降低枯萎病的发病率。连茬时间长的地块比连茬
时间短的地块发病重，枯萎病的发病严重程度随

连茬年限延长而加重。不同品种发病程度有差异，
金穗 3号和临单 230发病较重，正德 306发病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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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力引进工作一直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的一项措施［ 1 - 5］，多年来，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本着突出引进、增进合作、强化消化、加快转
化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引进专家开展指导和培
训，建立示范基地，搭建窗口与平台，取得可喜
的成效。

1 示范基地建设概况
榆中县石头沟村旱作农业与国外智力成果示

范推广基地始建于 2006年，由甘肃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和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共建，为
甘肃省旱作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国内外最新
研究成果展示示范、社会各界的交流与合作、多

摘要：旱作农业与国外智力引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建设是推动甘肃省农业转化升级的一项措施。详细
分析了基地建设情况，总结出基地建设的主要做法是：按引智、消化的方向实施示范基地项目；按创新合作
目标建立综合性示范基地；按专业标准要求发挥技术培训功能；按联合、联络的定位开展技术交流。取得的
成效是：了解了国际最新动态；初步掌握了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找到了引智项目实施的抓手；探索出了人
才培训的新模式；总结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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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发展与融合起到了推广动用，成为甘肃省
农业技术推广展示的窗口与平台。该基地位于榆
中县连搭乡石头沟村，距榆中县城 3 km，距兰州市
38 km，海拔 1 970 m，年降水量 250～400 mm，年
蒸发量 1 400 mm，年均气温 7.4℃，≥10℃有效积
温 2 625℃，无霜期 121 d，属半干旱雨养农业区，
是甘肃省旱作农业区的典型代表。全村有耕地面积
418.5 hm2，其中核心示范基地面积 86.7 hm2。
近几年，石头沟示范基地结合国外智力的引

进，围绕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组织开展了全膜双
垄沟播栽培、全膜双垄沟播秸杆还田、全膜双垄
沟播“一膜用两年”、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延伸和农
机农艺结合机具试验等 5个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
示范推广了引进的新品种、新技术。目前，全膜
双垄沟播技术种植作物已从玉米、马铃薯拓展到
西葫芦、花椰菜、娃娃菜、甘蓝等蔬菜，种植区
域已从甘肃走向宁夏、青海、陕西、内蒙古、辽
宁等旱作省区，石头沟已成为省内外旱作农业综
合技术试验研究、示范推广和学习培训的基地，
示范点先后有省部级领导、国内外专家和农业考
察团参观考察，并多次接待全国旱作农业现场会、
甘肃省旱作农业现场会等旱作农业大型现场会。
2 主要做法
2.1 按引智、消化的方向实施示范基地项目

为加强过交流与合作，在甘肃省外专局的大
力支持下，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申报了《玉米
病虫害管理及高产栽培项目》和《马铃薯病虫害管
理及高产栽培项目》，针对甘肃省农业生产中的弱
点、难点，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国外专家智力引
进工作。2013年 7月 18日至 8月 1日，邀请德国
马铃薯专家彼得·罗斯（Peter Roth）先生赴漳县、岷
县、宕昌、武都、徽县、庄浪 6个县（区）进行技
术指导。2013年 8月 27日至 9月 6日，邀请奥地
利玉米专家 Joachim Kramer博士赴凉州、甘州、肃
州、敦煌 4个区（市）进行技术指导。2013年 9月
12—23日，邀请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马铃薯专家
Samuel Asiedu教授来甘肃进行马铃薯生产技术指
导、培训与交流。2014年 9月 10— 23日，邀请
加拿大现代农业专家 Carrie Ross博士先后赴民勤、
凉州、白银、通渭、秦州 5个县（区）进行技术指
导。

2013— 2014 年共邀请了 4位玉米、马铃薯、
现代农业方面的专家来甘肃，对 19个县（区）开展
培训工作，先后举办 19期培训班，培训技术人员
1 400名。

2.2 按创新合作目标建立综合性示范基地

为进一步拓展基地建设内容，创新基地建设
思维，在基地建设中，加强了与兰州大学、甘肃
农业大学、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校的合作
与交流，加强了提高土壤水分利用效率、深层土
壤水分变化规律、地膜回收利用、新型覆盖材料、
作物营养强化提升等一系列研究工作，使基地建
设的层次进一步提高，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建
设理念更加超前，基地的综合性进一步凸显。
2.3 按专业标准要求发挥技术培训功能

规模的生产基地、优势的产业龙头、有效的
利益联结是产业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中每一个
环节都离不开人才支撑。在基地建设中，充分考
虑“政府+龙头+基地+协会+农户”产业化经营对人
才的需求，从一开始就着眼于为整个产业链开发
和配置人才，努力使基地具备培训、观摩、示范、
研究四大功能。在具体的操作中做到了有目标性、
针对性的开展引智培训工作，对每年的引智工作
进行认真的计划，按照产业化经营的需要构筑培
训功能，按照专业化布局的规划把握培训重点，
按照标准化生产的实际确定培训内容，按照技能
化培训的目标落实培训任务，按照农民需求开展
针对性培训。同时在榆中县启动了甘肃省首批农
民田间学校，共 5所。在推广理念上，引入了“以
人为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改变了
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的传统形式；在培训方法上，
采用参与式、启发式、互动式的培训方式，改变
了传统的“灌输式”培训方法。目前，5所农民田间
学校运行正常，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促进当地农民增产增效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石头沟旱作农业与国外智力成果示范推广

基地建立以来，先后开展以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为
核心的培训 9 期，培训我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1 354名，对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全国的推广普及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4 按联合、联络的定位开展技术交流

石头沟示范基地的建设，先后接待了朝鲜、
非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专家学者的多次考
察学习，并且依托国际合作项目，将全膜双垄沟
播技术推广到肯尼亚。同时先后举办了旱作农业
技术研讨会、甘陕宁晋四省区的旱作农业协作会，
中国 -肯尼亚旱作农业高峰论坛、干旱农业与生
态农业可持续性国际会议、作物营养强化提升等
联合联络的定位交流会议，做到了基地建设成果
示范与科学研究的统一，高端论坛与基层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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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对外交流和对内推广的统一、深度研究与
实用技术的统一。
3 取得的成效
3.1 了解了国际最新动态

通过引智示范基地建设，了解了国际玉米、
马铃薯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农业已进入现代
化发展阶段，数字农业、精准农业已用开大型农
场作物生产管理。德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作物覆盖技术、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
轮作倒茬已得到广泛应用。
玉米品种改良和种质资源保护是玉米产业发展

的基础。但甘肃省在这方面做的远远不够，目前在
育种技术上还以常规技术为主，对种质资源的保护
利用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作为一个玉米制种大
省，应该借鉴国外经验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3.2 掌握了国际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

通过引智基地建设工作，初步掌握了国际先
进的玉米生物育种、耕地培肥、“规模化 +机械化 +
信息化”生产、少免耕保护性耕作、真空杀虫储
藏，以及精深加工等综合利用技术，对集成创新
甘肃省玉米生产技术体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
解决甘肃省马铃薯普遍发生的早、晚疫病防治问
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3.3 找到了引智项目实施的抓手

在基地建设中，形成了总站领导牵头成立专
门机构加强领导，建立专家技术小组承担责任，
高中级各级技术人员分工落实，省市县加强合作
联合推动，引导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的良好模式，
将这一模式推广，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必将推
动引智基地项目建设和人才培训工作更好的开展，
并发展更大的作用
3.4 探索出了人才培训的新模式

通过基地建设，实现了国际新技术的就近示
范及效果评估，降低了学习成本，加快了新技术

的推广。利用国际先进培训模式加强农民培训，
实现了农民新型技能人才的加速培养。通过基地
搭建的平台，实现了国内外、省内外、县区、示
范县乡镇、基地农户等多层次的交流，提高了业
务骨干和管理人员的理论水平，对解决我省农业
标准化生产，改善作物品种、品质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加快新品种选育步伐、发展深加工和建立
营销网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指导意义。
3.5 总结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的新方式

通过引智基地建设和人员，一大批“土专家”、
“田秀才”的观念得到转变，视野进一步开阔，积

极性得到调动，他们学习国外的经验，积极流转
土地，成立专业社，建立家庭农场，借鉴国外的
管理方式，使玉米和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模式开始
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扶持、龙头带动、人才引领、
协会助推的方向，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大大提高，
种植效益有效提升。
4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建议
4.1 提高农业引智工作的实效性

一方面甘肃省农业比较落后，农民素质较低，
需要更多的引智项目。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周期性
强，大田指导季节要求高，要及时下达项目计划，
以便与拟聘专家进行有效地洽谈沟通，为专家提
供本省农作物的基本情况及生产模式，并能在作
物生长的关键时期来本省开展培训和指导，提高
引智工作的实效性。
4.2 提高专家的针对性

建议引智管理部门建立优秀外国专家库，保证
把高水平的“真”专家引进甘肃省开展工作，从而推
动引智工作由数量型向质量型逐步转变，真正做到
“宁缺毋滥”，进一步提高国外智力引进工作的效率。
4.3 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

选择引智取得初步成效的技术，有针对性的组
织技术专家、企业管理人员、科研教学人员赴技术
发达国家进行出国（境）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认
识，转变观念，学习真经，激发灵感，加快技术转
化，提高引智水平，真正做到“请进来，走出去”。
4.4 强化保障措施

一方面加强对引智工作的领导，把引智工作上
升到更高的层面给予重视，出台政策把引进项目与
科技成果评审挂钩，把引智工作成效与技术人员职
称评聘、年底考核等挂钩，调动广大技术人员的积
极性。另一方面增加对引智项目及基地建设经费的
支持，增加示范基地建设的经费，同时，引智项目
除安排专家的费用外，还应适当安排接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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