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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

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

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

农业和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的农业综合体系，

它是规模化的商品农业，是资源集约利用的专业

化商品生产，是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之后的一

个农业发展新阶段［ 1］。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

业正在向观赏、休闲、美化等方向扩延，假日农

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农业

形态也迅速发展成为与产品生产农业并驾齐驱的

重要产业。

庄浪县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幅区，居于

甘肃中部，六盘山西麓，总面积 1 553 km2，农业

人口 40.39万人；耕地总面积 7.80万 hm2，其中山

地梯田 6.87万 hm2，川台地 0.93 万 hm2，土地资

源和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农业生态环境较好，

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1 黄土丘陵沟壑区（庄浪县）发展现代农业的生态

环境背景

庄浪县全境群山起伏，六盘山耸峙于东，余

脉分六支回环盘互，千沟万壑，剥蚀堆积而成掌

形低山地黄土丘陵地貌和构造侵蚀堆积黄土低山

地貌占 95%，其余为基岩和侵蚀堆积河谷阶地及

河谷台地地貌形态。年均降水量 540 mm，气候属

大陆性季风区，春迟秋早，夏短冬长；年均气温

7.9℃，作物生长期较长［ 2 - 5］。水文属贫水区，境

内 4 条河流年均流量 2.58 亿 m3，地下水可采量

16.7%。植被属森林草原向半干旱区过度型，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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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ve actor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nalysedin loess andgullyhilly area of Zhuanglang county，several mod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vigorous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driving mode of “Enterprise+base+farmers”；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demonstration mod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develop leisure and light seeing agriculture model；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to build the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mode；adjust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within agriculture to promote the “grain by turning”mode.
At the same time，safeguard mechanism also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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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基岩山区为森林草原，林木覆盖率 90.0%，丘陵

沟壑区林木覆盖率 11.4%，河谷川台区仅为 0.4%。

其生态环境特征在我国北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经过多年来梯田建设和小流域治理，使得县域生

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成为全国闻名的“中国梯田

化模范县”和“水土保持先进县”，为全县现代农业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环境保障［ 6］。

2 黄土丘陵沟壑区（庄浪县）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

分析

2.1 发展现代农业的有利条件

2.1.1 土地资源利用潜力巨大 庄浪县自然条件

严酷，资源贫乏，但历经几代人修建整齐的百万

亩梯田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自 20世

纪 60年代开始，庄浪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雄心壮

志，发扬“实事求是，崇尚科学，自强不息，艰苦

创业”的庄浪精神，战天斗地，改土造田，修建了

6.87 万 hm2 梯田，不仅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而且在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了基础。

2.1.2 劳动力资源丰富 庄浪县剩余劳动力较多，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农业企业可以就近招聘人

员，降低生产成本。庄浪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据

统计，2008—2012年 5 a间，全县累计输转劳务

工 50.9万人（次），创劳务收入 37.6亿元。“梯田人”

劳务品牌被评为全国优秀劳务品牌，庄浪县被表

彰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 7］，

这充分反映庄浪县劳动力资源丰富。庄浪县偏远

山区的良邑、卧龙、大庄、盘安、永宁等乡镇人

均耕地不足，且山区劳动生产率低，缺乏对劳动

力的吸引，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现象更加突出，

为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劳动力保障。

2.1.3 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环境条件好 庄浪

县小气候复杂，生物多样性发展条件好。东部的

通化、永宁、郑河、韩店 4个乡镇地处关山林缘

区，气候阴湿，宜林宜牧，适合种植中药材、马

铃薯、冬小麦、豆类等作物。中西部的水洛、阳

川、朱店、万泉等乡镇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

较高，水资源较为丰富，但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主要以果品、蔬菜、马铃薯、玉米等作物为主，

且距离县城较近，能源交通便利有一定的产品加

工能力。北部的岳堡、赵墩、杨河和中部的柳梁、

卧龙及南部的盘安等乡镇属典型的山区，林地、

草场、果园都有一定的面积，有较好的水利设施

和灌溉条件，具发展特色产业和畜牧业的优势。

庄浪县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城镇化与工业

化水平较低，“三废”污染少，适宜建设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推进特色农产品精细加工和深加工，延

长产业链，构筑新型产业体系。

2.2 发展现代农业的制约因素

2.2.1 载体功能较差，自然灾害多发 全县农业

基础建设投入还很不够，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

功能老化、改造缓慢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农业基

础薄弱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山区泥

石流、冰雹、霜冻、低温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对基础建设、农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2.2.2 生产要素投入利用不高，土地规模经营状

况差 庄浪县支柱产业少，农业资金、物资和科

技等生产要素的综合投入水平低。山区农村普遍

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粗放经营现象严重，

造成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环境，减弱了农业发

展后劲。6.87万 hm2 梯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沟壑

之间，田块小、较分散，农机作业效率相对较低，

规模经营难度大。有些山区乡镇，由于青壮年劳

动力转移较多，土地资源匮乏与土地撂荒现象并

存，土地流转比例偏小，转包、转让、租赁、代

耕、互换等形式开展不普遍等因素也制约了现代

农业的发展。

2.2.3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力素质整

体水平不高 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科学的产业体系

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 8］。庄浪县农业产业结构

还不尽合理，农作物种植业比重较大，林业、畜

牧业比重偏低，大量的农民从事种植业，收益欠

佳。作物主要是玉米、薯类等，油料作物、蔬菜

等比重都比较少，经济类作物更少。同时，劳务

输出量逐年增加，在家务农的以老人和妇女为主，

文化素质较低，农业劳动力素质很难适应现代农

业科技的要求。乡镇农技人员数量少、质量低，

农业科技支撑能力弱，也制约了现代农业规模化

发展。

3 黄土丘陵沟壑区（庄浪县）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构

建

庄浪县属欠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选

择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模式，有重点、有计划、

有步骤地扎实推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

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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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组织实施“企业+基地+
农户”带动模式

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

分散经营，成本高而效率低，对市场变化反映迟

钝［ 9］。因此政府部门要积极培植壮大龙头企业，

组织实施“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要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实行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企业

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培植市

场竞争力强的中药材、果品、薯类、牛羊肉等加工

企业，形成产加销一条龙服务，使农业成为高效益

的产业。这不仅能使企业规模壮大，效益稳定，还

能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有

效解决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缺资金、缺技术、缺

信息的难题。如庄浪县宏达淀粉厂采用“企业+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带动当地农民走上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增收致富之路。

3.2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组织实施科技园

区示范带动模式

科技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素，高技术含量是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要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进

步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基层科技部门和科技人

员的作用，大力研发适应半干旱区农业生产特点

的节水抗旱、生态安全、优质高产的新品种新技

术。加强对国内外成熟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

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建立高效农业科技示范

园区，示范推广适合当地的新品种、新技术，带

动农民和专业合作组织推广应用。深入实施科技

进村人户工程，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带动区域产

业结构的升级，推动区域现代农业的发展。

3.3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型农

业模式

庄浪县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地方名优小吃众

多，山清水秀，民风朴实，是全国闻名的“梯田化

模范县”。百万亩人造梯田既是土地资源，也是一

种旅游资源。要以百万亩梯田和云崖寺龙头景区

为依托，大力挖掘独特的乡土民俗风情、民间文

化艺术、传统梯田农耕文化、乡村自然风光等旅

游资源。规划乡村旅游“一乡一景、一村一品、一

家一特”的格局，把水洛镇的西关村和何马村、赵

墩乡的赵墩村、韩店镇的东关村、万泉镇的高川

村，发展成为以梯田观光、草编和马尾荷包等旅

游纪念品加工、农事体验活动为主的乡村旅游专

业村；在梯田景区周边和所在乡镇，引导发展农

家乐，并开展庄浪特色饮食经营，配套设立庄浪

特色旅游商品销售点，形成集食宿、购物、休闲、

旅游为一体的农家乐经营模式。使乡村旅游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3.4 加快畜牧业发展，建设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客观要求［ 10］。

政府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发展优质畜产品生

产基地为基础，以提高规模养殖水平为支撑，以

培育壮大畜牧养殖龙头企业为重点，以健全完善

服务体系为保障，扩大养殖总量，优化品质结构，

转变生产方式，拉长产业链条，强力推进畜牧产

业化进程，努力实现畜牧业数量、质量和效益同

步快速增长。同时，鼓励农民自建沼气池，通过

以沼气为纽带（人、畜、禽排泄物入池发酵，沼液

用作庭院和大田肥料，沼气用作生活能源）的生态

家园工程的实施，把沼气建设与改厨、改厕、改

圈相结合，与庭院美化、绿化、净化相配套，将

传统的单一种植和高效饲养以及废弃物综合利用

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猪—沼—果（粮、菜、

林）”、“牛（羊）—沼—果（粮、菜、林）”等生态种养

循环模式，实现“产气、积肥”同步，“种植、养殖”

并举，“经济、生态”双赢，达到庭院经济高效化，

农业生产无害化和资源再生增值化，形成农业生

态的良性循环。

3.5 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推动“由粮转经”模式

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应当推动“由粮改经”，

大力发展中药材、苹果、梨、仁用杏、马铃薯、野

生植物等产业，提高梯田的农业效益。同时，引进

资金，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通过农产品深

加工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4 黄土丘陵沟壑区（庄浪县）发展现代农业的保障

机制

庄浪县是农业大县，必须通过建立必要的保

障机制，为现代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创造基础条件，才能健康有序的推动

现代农业的发展。

4.1 必须建立和健全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机制

庄浪县虽是农业大县，但农业基础设施薄

弱，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水平偏低。

政府部门应该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现代农

业建设的前提，统筹安排农业综合开发、水利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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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集雨节灌工程等各类建设资金，推进农村

田、水、路、林综合治理，大规模开展中低产田改

造，加强节水设施建设，加快小流域综合治理，加

强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治，巩固退耕还林还

草成果，推进现代农业有序发展。

4.2 必须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搞好土地流转，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要求［ 11］。土地流转，并不是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

制的基本政策，而是要规范管理、完善办法、创

新思路，促进土地合理有序有效地流转。政府部

门要在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前提下，

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要加强引

导和规范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的要求，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建立规范有序的

市场化流转机制，做到流转程序合法、合同规范、

手续完备。要加快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坚持

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

位，推进农业由分散经营向规模化、组织化经营

模式转变。

4.3 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体系

要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劳动力转移培训质量，引导农村富裕劳动力

合理有序流动，把劳动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优势，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要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通

过信息化促进现代化；不断提高信息的时效性、

准确性，将现代农业科技与信息网络技术有机地

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化，实现农业和农

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4.4 必须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的培养机制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干部”。现代农业发展和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班子。农村工作和

农民需要进行组织和引领，不能是散兵游勇和单打

独斗，所以乡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作用尤为重要。

要从党政机关和毕业大学生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农

村基层组织，鼓励农村能人和返乡青年担任村组干

部。要为能想事、干事的基层干部创造干事创业的

环境，搭建干事创业的舞台。只有干部队伍建设好

了，才能很好的领会、把握和用好中央、省上的各

项惠农政策，才能带领广大农民真正改变落后的面

貌，推动全县现代农业的发展。

5 结语

现代农业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主流，也是

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12］。发展现代农

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产业基础，是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农民脱贫致富

的基本途径。庄浪县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整体不

高，要实现现代农业“保障农产品供给数量、保证

农产品供给质量、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促进生态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坚持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在农业基本建设、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种养业

良种、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农村教育和农业社

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等方面加大投入，逐步形成

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推进农业的现代

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还必须从法律上、

体制上为其提供保障，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良好

的制度环境。相信在政策、法律、资金、技术的

支撑下，庄浪县会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

农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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