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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 平
罗县蔬菜产业发展很快， 成为仅次于粮食作物的
重要支柱产业。 特别是节能日光温室等设施蔬菜
产业对于改善种植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有重要的
意义［1�］。 设施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
然环境制约， 有节水、 避灾、 高产值和高效益的
特点， 符合宁夏农业和农村发展实际， 是一条促
进农民致富， 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
生态环境的成功之路［2�-�3�］。 以温室蔬菜生产为主的
十大类 30 多个品种的蔬菜瓜果反季节栽培， 使平
罗县城关镇蔬菜生产实现了周年生产、 均衡供
应［4�］。 但是全镇蔬菜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问
题， 致使经济效益较低。 针对这些问题， 笔者提
出了一些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1���蔬菜产业发展现状

平罗县城关镇境属引黄灌区下游， 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光热资源丰富， 灌排通畅， 交通便利，
信息发达， 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农民素质普遍较
高， 具有得天独厚的蔬菜生产优势， 蔬菜种植历
史悠久。 惠农、 唐徕两干渠及 109 国道、 京藏高
速公路过境， 民营企业遍布境内， 设施蔬菜远销
区外。 全镇辖区面积 154�km2， 城区面积 15.5�km2，
耕地总面积 2�266.7�hm2， 辖 16 个行政村 120 个村
民小组， 17 个社区。 总人口 91�918 人， 其中农业
人口 19�191 人， 城镇人口 72�727 人。 2015 年， 全
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1� 047 元 ， 同比增长
11.8%；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20�951元， 同比增长
11.2%。 截止 2015 年年底， 全镇蔬菜总面积约为
831.2�hm2， 总产量 4.53 万 t， 总产值 2�720.1 万元。

其中设施蔬菜 255.9�hm2， 占全镇蔬菜总面积的
30.8%； 露地蔬菜 369.9�hm2， 占全镇蔬菜总面积的
44.5%； 蔬菜繁种 205.4�hm2， 占全镇蔬菜总面积的
24.7%。 近年来， 蔬菜产业作为全镇的一项优势特
色产业有了长足发展， 并逐步向产业化方向迈进。
2���蔬菜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农民对发展蔬菜产业的认识不够

多年来， 农民遵循“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 只满足于广种薄收， 习惯于
粗放经营管理方式， 认为种粮食有把握， 闲余时
间还可以外出打工挣钱， 种蔬菜投资大、 投劳多、
风险大， 赶上价格高收入可观， 赶不上价格入不
敷出。 思想观念落后， 存在“种一点够自家吃就行
了”观念； 有的不会种， 对蔬菜生产技术、 病虫害
防治的知识缺乏， 生产经验老化， 不能跟随市场
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蔬菜； 有的不敢种， 对市场
风险等方面存在疑虑， 怕担风险。
2.2 种植管理技术水平低

蔬菜生产基地处于农户自愿自发状态， 蔬菜
品种单一、 规模不大、 效益不好， 导致蔬菜产业
发展规模小，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经济效益不高。
农业科技推广和信息服务还没有完全适应蔬菜产
业发展要求， 是蔬菜产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
问题。 多数农民以种植大田粮食作物为主， 因技
术要求相对比较粗放， 而发展蔬菜产业则技术素
质要求较高。 虽然每年县乡技术干部深入开展技
术培训， 进行田间技术指导， 但多数青年农民外
出务工经商， 在家的大都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人、
妇女孩子， 培训效果差， 农民蔬菜种植管理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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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仍然不高［5�］。
2.3 种植结构不合理， 特色蔬菜规模小

由于历史原因， 城关镇蔬菜产业基地大都建
在城镇郊区。 一方面， 随着城镇人口的骤增， 蔬
菜供应量相对增大。 另一方面， 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 城镇近郊原有农用地逐步减少， 蔬菜种
植面积大幅度缩小， 产量逐年萎缩。 如新利村、
合作村、 新民村、 和平村、 关渠村等原有的菜地
被征用， 现有的菜地主要集中在居县城较远的沿
河村、 小兴墩村等， 由于地理条件及水利灌溉配
套设施不完善， 导致蔬菜生产得不到较好的发展，
又没有新菜地置换， 蔬菜难以持续发展。 名优品
种少、 加工转化率低， 导致全镇特色蔬菜发展不
明显， 规模不大［6�］。
2.4 农业经营主体层次不高

近年来， 引进的一些企业、 成立的家庭农场、
种植大户尚未与当地农民形成有效的利益联结机
制， 对产业的带动作用发挥不充分； 本地农业龙
头企业经营规模小， 产品档次低、 知名品牌少，
对产业的拉动力不强［7�］。 70%的家庭农场、 专业
合作社以粮食种植、 林木培育为主， 受机械化程
度和劳动力紧缺等因素影响， 经营特色不明显，
比较效益不高。
2.5 农业基础条件依然薄弱

城关镇处于引黄灌区下梢， 灌排体系仍然不
完善， 农业灌排和用水矛盾依然突出； 高效节水
农业面积小， 水资源利用率低， 盐碱化程度高，
60%耕地为中低产田， 加之长期施用化肥农药， 造
成土壤板结、 化肥污染， 致使土地产出效益较
低［8�］。
2.6 规划制约农业发展

近年来， 随着县城西移和扩建， 全镇耕地被
大量征占， 致使在册耕地缩减至 1�946.7�hm2。 由
于耕地总体面积过少、 分布过于分散， 国土整治、
小农水、 中低产田改造、 农业增产增收等项目都
不能落地， 致使部分村队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改善，
在基础设施建设、 种植业发展上与周围其他乡镇
差距逐年拉大， 影响了全镇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2.7 社会化服务滞后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 现有农业科
技人员年龄偏大、 知识老化、 跟不上现代农业发
展需要。 一是技术人员严重缺乏。 目前， 全镇没
有学蔬菜专业的技术人员， 加之菜农们忙闲不一，

技术培训难组织， 平时生产管理中也得不到技术
人员主动上门指导， 技术问题有时得不到及时解
决， 菜农们畏难情绪较大， 不能满足技术服务需
求［9�］。 二是规范化的专业合作社缺乏。 由于缺乏
相应的专业合作社， 种子供应、 大棚设施、 技术
服务等既没有形成体系， 也没有形成网络， 菜农
得不到有效的服务， 新技术、 新品种推广难度加
大。 一些菜农为了购买种子、 药剂或大棚配件，
要到县城或其他地方［10�］。 三是农业融资服务产品
少， 农业融资困难。
3���蔬菜产业发展的建议
3.1 转变观念， 形成高端蔬菜产业发展思路

蔬菜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 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 关系人体健康和国
计民生。 各级政府应把蔬菜生产摆到重要的位置，
高度重视， 特别是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两个趋势”
的要求， 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 超越农业和
农村工作层面， 跳出农业抓农业， 促进城乡交流、
产业互补、 市场对接， 建立以城带乡、 城乡互动
的新机制。 要以体制创新、 管理创新和提高效益
为中心， 形成发展合力， 坚持循序渐进、 逐步发
展的原则， 把进一步转变观念， 高度重视蔬菜产
业。 把搞活流通、 开拓市场、 建设高端蔬菜产业
作为农业发展核心环节抓紧抓好， 将蔬菜产业培
育成全镇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3.2 发挥城郊资源优势， 合理规划蔬菜产业

因地制宜发挥城郊资源优势， 加大蔬菜基地
建设， 合理规划蔬菜产业。 一是继续完善和提高
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区的基础设施条件， 多方争
取资金， 不断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 促进蔬菜产
业提质增效。 二是引导石嘴山市华强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在 109 国道东侧沿河村四、 五队建设一个
连片 20�hm2 以上的露地蔬菜种植示范园区； 三是
引导平罗县盈丰家庭农场在 109 国道西侧小兴墩
村二队建设一个连片 20�hm2 以上的露地蔬菜种植
示范园区； 四是引导宁夏塞上春农产品物流有限
公司在沿河八队建设一个连片 20�hm2 以上的大型
拱棚瓜菜种植示范园区； 五是围绕富乐民蔬菜批
发市场和县城各蔬菜批发零售网点， 以沿河村、
小兴墩村、 前卫村的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区为中
心， 以前进村、 前锋村、 新民村、 三闸村、 步口
桥村露地蔬菜为补充， 辅助支持沿河村四、 五队
及小兴墩三、 六队的露地韭菜种植， 改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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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质， 扩大种植面积， 壮大提升全镇蔬菜产
业。
3.3 合理安排蔬菜茬口及品种

重点做好前锋、 前进、 步口桥村的露地春夏
菜、 复种秋菜茬口安排， 以及沿河村、 小兴墩村、
三闸村温室越冬一大茬、 秋冬茬和前进、 新民村
棚春提前、 秋延后的生产安排； 将以番茄、 黄瓜、
茄子、 辣椒为主的精细菜和反季节设施菜逐步调
整为秋冬茬西甜瓜及反季节葡萄、 小杂果等高档
瓜果品种。 沿 109 国道发展高端蔬菜产业， 扩大
露地菜种植面积， 开发种植绿色、 高端、 安全蔬
菜， 逐步形成规模优势， 形成设施外销蔬菜、 脱
水加工蔬菜、 大田露地蔬菜四季生产、 周年供应
的局面。
3.4 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

充分发挥农技推广机构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的主导作用， 在履行好职能的基础上， 积极发
挥上联专家、 下联农民的桥梁纽带作用， 主动联
系科研、 教学、 推广单位， 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
需要， 切实帮助解决生产发展难题。 选育适合高
效优质高产抗逆优良品种， 逐步建立主栽作物规
范化栽培技术体系。 大力推广集约化育苗移栽技
术、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 滴灌肥水一体化技术
推广、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蔬菜产品质量安全
技术， 全面增强蔬菜产业科技支撑能力， 促进蔬
菜种植整体水平的提高。
3.5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大力推广无公害栽培技术， 推进标准化生产
和病虫害统防统治， 引导和规范农民生产行为。
鼓励设施园区种植户率先使用防虫网、 粘虫色板、
杀虫灯、 性诱剂、 膜下滴灌等物理、 生物防控病
虫害措施，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增加有机肥施用
量， 实现科学安全用药。 着力推进品牌建设， 引
导产品分等分级、 包装标识， 提升品牌知名度。
健全投入品管理、 生产档案、 产品检测、 基地准
出和质量追溯等制度， 构建质量安全控制长效机
制。 注重发展高品质农业， 加快打造更多精品，
满足人们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 不断提升农产品
附加值。 切实加强蔬菜质量安全执法监督管理，
不断提高蔬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保障蔬菜消费
安全。
3.6 培育新型蔬菜生产经营主体

加大对蔬菜产业产前的市场分析， 以及产中

的生产规模、 产后的加工与销售环节的研究， 形
成一套科学管理经营模式体系。 努力培育新型蔬
菜生产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蔬菜产业， 引导专业
大户向家庭农场提升过度， 鼓励家庭农场发展“一
业一品”， 走专业化路子， 引导企业与农户步入

“公司+基地+农户+标准化”的模式。 扶持新型蔬菜
生产经营主体整合生产和流通资源， 与周边农户
签订购销合同， 发展订单种植， 使农户种有计划，
销有出路。 实行生产、 加工、 包装、 销售为一体
的管理， 做大“塞上春”“越夏番茄”等农产品品牌，
有效规避和降低市场风险。 延长产业链， 扩大蔬
菜种植规模， 实现蔬菜外销内供的双赢， 创造更
大的效益和机会。
3.7 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农民是现代农业的实施者， 农民的科技文化
素质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提升农民科
学文化素质， 就是培育造就新型农民， 形成持续
推动的力量源泉。 农村剩余劳动力综合素质较低，
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瓶颈”。 只有培育造就

“有文化、 懂技术、 善经营、 会管理、 思想新” 的
高素质新型农民， 把农村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
资本优势， 形成持续推动农业的力量资源， 才能
完成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 因此要通过实施“新
型农民培训”“百万农民培训”工程， 有计划地对农
民进行培训， 采取召开会议、 举办讲座、 组织观
摩、 入户指导等灵活多样的方式， 广泛宣传发展
设施农业的优点和好处， 加大对区内、 外设施农
业发展现状的介绍， 用生动鲜活的事例启发、 教
育群众， 不断提高群众认识程度， 激发群众的参
与热情， 真正让群众在发展蔬菜产业中获益。 同
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 使新一代返乡青年全部接
受各类专业培训教育， 提高就业和劳动技能； 倡
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 结合形式多
样的农村文体活动和精神文明系列创建活动， 引
导农民崇尚科学， 远离封建迷信， 弘扬新风正气，
杜绝歪风邪气， 学习科技文化知识， 脱离愚昧无
知， 逐步提升农民整体素质，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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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目前惠州市粮食生产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对发展粮食生产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包
括加强对农民的农业科技培训， 大力推进粮食集约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以保障粮食生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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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食以粮为先”， 粮食是社会稳
定和谐的基础， 是国家安全的物质保障， 事关改
革发展、 政治社会稳定的大局［1］。 近年来惠州市
通过大力推广良种良法， 深入开展粮食高产创建
活动， 大力兴建农田水利， 切实推进强农惠农政
策等方式， 不断提高市粮食生产产量和品质， 确
保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可
持续发展。
1���粮食生产现状
1.1 粮食生产情况

惠州市现辖 7个县（区）， 共 53 个乡（镇）18 个
街道办事处， 总面积 11 346 km2， 总人口 472.66
万人［2 - 9］。 2015 年惠州市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
分别为 116 594.40 hm2 和 597 234 t， 比 2008 年分
别增加了 957.67 hm2 和 39 942 t。 惠州市粮食作物
主要为水稻、 玉米和薯类， 对比 2008 年， 2015 年
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 4 368.40 hm2， 产量却增加了
12 671 t； 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了 2 159.87 hm2， 产
量增加了 11 328 t； 薯类种植面积增加了 3 498.00

hm2， 产量增加了 16 370 t（表1）。 从表 1 中可知，
惠州市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 但是粮食种植结
构在不断变化， 水稻面积呈递减趋势， 而玉米和
薯类种植面积、 产量逐年增加。 水稻种植面积减
少的情况下， 产量却在增加， 究其原因， 一是大
力推广优良品种， 二是科学种田， 三是病虫害防
治和防灾减灾意识增强等。
1.2 水稻、 玉米新品种选育取得明显进展

高产、 优质、 高抗等特性的新品种选育是农
业科技的核心之一。 惠州市通过审定的水稻新品
种 5 个、 玉米新品种 2 个（表2）， 为惠州市粮食生
产增产增效作出了巨大贡献。
1.3 粮食高产创建情况

2015 年惠州市创建各级高产示范片 102 个，
示范面积近 33 333.33 hm2， 其中国家级示范片 14
个（水稻 6 个、 玉米 4 个、 马铃薯 4 个）， 面积
9 333.33 hm2； 市级水稻高产示范片 7 个， 面积达
1 533.33 hm2， 国家级、 市级水稻高产创建核心片
实割产量达 7 500 kg/hm2 以上， 实现了创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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