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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金昌市设施农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金昌实际情况， 提出了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加强生产队伍素质建设； 推进规模化和产业化； 加强龙头企业和市场体系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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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
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主要包括设施种植和设施
养殖两大部分。 设施种植即设施园艺， 目前金昌
市推广的设施园艺主要有日光温室、 食用菌棚以
及大小拱棚。 近年来世界各地设施农业发展迅速，
正向高科技、 智能化、 自动化、 网络化方向发
展［1�-�2�］。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走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
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新的形势下， 我国农业生产
正从数量型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型方向发展， 优质、
高产、 高效、 绿色、 环保已成为现代农业的发展
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 设施农业必将发挥重要作
用［3�］。 基于此， 我们分析了金昌市设施农业发展

减少了部分草坪， 使养护成本降低。 西北常用的
宿根花卉有八宝景天、 鸢尾、 萱草、 唐菖蒲、 香
石竹、 马蔺、 芍药、 玉簪、 福禄考、 郁金香等。
2.6 合理配置造型植物

运用植物造型， 可以充分展示园林绿化特色，
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且造型本身又具有较高
的艺术效果， 极大增加了绿化景观的观赏性。 通
常造型植物选用树形规整、 枝叶繁茂、 耐修剪、
有较强再生能力的品种， 如水蜡、 桧柏、 榆树可
以修剪成种植篱， 也可以修剪成球、 圆柱等更多
特殊的植物造型。 类似的植物种类如金叶榆、 连
翘、 榆叶梅、 卫矛等， 特殊的造型， 再配上美丽
的花色、 叶色， 自然美不胜收。
3���结语

在西北地区， 园林树种的选择与配置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任重而道远， 这就要求广大
园林工作者要不断加强学习， 不仅向国内的先进
经验学习还得借鉴国外先进的城市园林绿化经验，
为我所用， 更要结合本地区的特点， 科学合理的
选择适合本区域的植物树种， 将园林植物的艺术
性、 文化性、 人文性有机的结合起来， 充分开发

园林植物的功能， 运用先进的科学手段合理选择
配置植物树种， 积极为人们茶余饭后创造一个温
馨舒适的休闲场所，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园
林建设的内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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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金昌实际情况， 提出
了金昌市设施农业发展的建议。
1���现状
1.1 日光温室

金昌市日光温室从 1992 年引进推广，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经历了从一代温室到二代温室乃至
现代化温室的不断发展， 栽培技术和栽培品种也
在不断完善和更新。 日光温室发展初期， 政府的
支持力度很大， 数量上发展较快， 一度达到 600�
hm2 以上。 近几年来， 由于日光温室种植效益的不
稳定和一代温室保温效果差的影响， 以及早期修
建的部分温室年久失修， 出现了温室撂荒的现象，
有的甚至拆除， 导致面积一直徘徊不前。 尤其是
近两年， 一代温室大面积报废拆除， 新建温室数
量较少， 从顶峰时期的 600�hm2 左右下降到了目前
的约 500�hm2。

金昌市日光温室建设范围已覆盖全市所有乡
镇， 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 目前日光温室种植
作物种类已由最初的黄瓜、 番茄、 葫芦等比较单
一的状况， 发展到黄瓜、 番茄、 西葫芦、 辣椒、
茄子、 西甜瓜、 草莓、 人参果、 油麦菜以及葡萄、
花卉等种类多样且高效益的作物上来， 品种也日
益更新。 金昌市还制定了 4 项保护地蔬菜无公害
生产技术规程和 1 项保护地蔬菜绿色生产技术规
程。 目前金昌市日光温室正在向规模化、 机械化、
标准化生产方向发展， 已经成为金昌市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之一。
1.2 塑料拱棚

金昌市塑料拱棚的发展较晚， 进入 21 世纪后
才引进推广， 但一经引进就被农民接受， 发展速
度较快， 截至目前， 面积已达到了 400�hm2。 种植
模式主要是春提早西瓜、 花椰菜、 甘蓝等， 生长
后期套种鲜食玉米、 油葵、 冬瓜等， 或者前茬收
获后复种花椰菜、 西芹、 甘蓝等。 由于春季提早
种植、 秋季延后收获延长了生长期， 充分利用了
当地的光热资源； 同时由于产品上市的时间差，
具有价格优势， 提高了产值， 较露地蔬菜种植平
均增收 20%～30%。
1.3 食用菌棚

金昌市食用菌从 2003 年引进推广， 经过近
10�a的发展， 栽培技术和栽培品种不断完善。 2007
年， 以双孢菇为主的食用菌产业产销两旺， 全市建
成食用菌棚 80�hm2， 总产量 665 万 kg， 总产值
4�320万元， 平均产值 52 万元 /hm2， 菇农户均纯收

入达 8�000 多元， 占菇农家庭人均纯收入的 45%以
上。 2008 年， 金昌市食用菌获得国家无公害食品
标准认证， 群众发展食用菌积极性进一步高涨， 全
市新建食用菌棚 65�hm2， 已累积建成食用菌棚 145�
hm2， 食用菌生产喜获丰收， 总产量达到 1 万 t， 实
现产值 6�000 万元， 来自食用菌的收入已占到菇农
全年总收入的 60%以上。 食用菌产业已成为金昌市
冷凉地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型特色产业之一。
2���存在的主要问题

设施农业的建设与发展， 体现了现代化农业
相对于传统农业的一种带根本性的农业生产方式
的变革与进步。 金昌市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引进一
代温室以来， 政府十分重视设施农业的发展， 从
一代温室的引进， 到二代温室、 食用菌棚的产生，
发展到今天的连栋温室大棚、 机械化温室， 设施
农业已成为金昌市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产
业之一。 然而金昌市的设施农业在发展规模、 科
技含量和技术水平上与国内外先进区域相比尚有
很大差距， 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2.1 品种单一， 设施老化

近几年， 由于金昌市设施农业种植品种单一，
连年种植， 导致病害普遍发生， 产量及品质下降，
商品率有所降低， 以及市场价格不稳定， 销售无
保障， 极大地影响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 使设施
产业发展缓慢。 加之早期建造的温室， 经过多年
种植生产， 结构及材料老化严重， 年久失修， 已
适应不了当前的生产需要［4�］， 导致种植面积有所
缩减。
2.2 一次性投资大， 大多农户难以接受

设施农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 一次性投
资较大［5�］。 据调查， 新建 1 座日光温室需一次性
投资 10 万～12 万元， 而金昌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才
1 万元左右， 3 口之家需要 4��a 的总收入才能建造
1 座温室。 虽然市县区都出台了各项优惠政策， 但
扶持资金有限， 投入仍显不足， 大多农户难以承
受。
2.3 设施农业规模不大， 难以发挥规模效益

据统计， 金昌市设施农业只占到种植业的
1.5%左右， 同时基本上是农户分散经营， 集中连
片的较少， 只有极少数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经
营管理。 生产的农产品本地销不完， 外销又货源
有限，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2.4 机械化程度低， 劳动强度大

金昌市设施农业仍以简易型为主， 作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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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不便于机械操作， 更谈不上对设施内温、 光、
水、 肥等环境因子的综合调控。 生产仍以人力为
主， 劳动强度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
农村青壮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直接从事农业
生产的劳动力队伍日益萎缩、 老化， 部分地区出
现“劳力荒”、“老龄化农业”。 机械化水平低也成了
制约金昌市设施农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2.5 设施技术研究不够， 科技含量低

设施农业是高效农业， 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
的应用性学科［6�］。 金昌设施农业起步较晚， 发展
不快， 技术研究与生产需要严重脱节。 全国蔬菜
之乡山东寿光第五代日光温室已大量应用多年［2�］，
而金昌至今还没有专门的研发团队， 更谈不上自
主研发的设施农业， 目前只引进了改进型二代温
室， 温室结构简易， 环境控制能力低； 栽培管理
主要靠经验， 与数量化和指标化生产管理的要求
相差甚远， 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始终在低水平上
徘徊。
2.6 生产者自身技术技能不高

由于目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队伍主
要为 50 岁至 70 岁的老人，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新技术接受能力差， 凭老经验管理现象严重。
2.7 缺乏生产标准

设施农业要达到绿色环保的要求， 就必须有
相应的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作指导。 金昌市虽
然制定了一系列的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但截
至目前保护地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只有 1 项，
难以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
2.8 温室生态环境恶化， 资源浪费严重

金昌市目前温室栽培种类虽然比 20 年前较
多， 但仍然比较单一， 多年连作现象严重， 造成
土传病害严重和土壤营养元素平衡被破坏［7�］。 加
之大量使用化肥（温室化肥施用量一般是大田栽培
的 6～8 倍， 更有甚者达到了 15 倍）， 不按照配方
施肥技术施肥， 施肥不平衡， 使肥料利用率低，
不但造成资源浪费， 还引起了面源污染［1，6，8�］。
3���发展建议
3.1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各级财政要继续加大对设施农业的投资扶持
力度， 对新发展的种植户进行适当补贴， 解决投
入资金不足的问题， 帮助农民发展设施农业； 加
大机械化投入力度， 对设施农业作业机械进行补
贴， 为引进、 示范和推广先进、 适用、 经济的设
施栽培机械提供必要的条件， 最大程度的减轻劳

动强度， 提高生产效率。
3.2 加强生产队伍素质建设

设施农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必须采取一切
可以采取的方式和途径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农民
种植人员。 采取送出去、 引进来的方式培养农民
技术员， 采取举办培训班和田间地头培训的方式
指导农民， 提高生产队伍的素质。
3.3 推进规模化和产业化

只有进行规模化生产才能形成品牌效应， 才
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在建设初期就要搞
好规划， 采取加大投入等措施， 培育一批农民专
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集中扶持和培育规模化的
设施农业基地， 加快设施农业的发展［1�-�2�］。
3.4 加强龙头企业和市场体系建设

在抓好生产的同时， 要积极引进省内外从事
反季节蔬菜、 食用菌、 葡萄生产营销的单位和个
人来金昌市创办经营实体， 进行贮藏、 精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条。 同时鼓励和扶持一批营销企业和
农民经纪人， 要引导那些具有近乎相同的产品、
相同的利益、 相同市场地位的农户组成利益共同
体， 大力培育适合市场竞争的共同利益集体， 促
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单
位和个人成立一支可靠的、 长期的营销队伍， 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 努力扩大专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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