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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基层工作的一部科研成果及论文

集,主要汇编了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系统工程、农业机械化应用

技术、农业产业化发展、设施农业及新型农作物机械化生产加

工领域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

通过对这些文件的编辑整理, 作者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

必须通过大量的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不断创新现代农业生产

管理机制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农业生产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紧紧围绕农业经济发展、农业

生产实践、农民增收来探索现代农业技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是农业(广义)生产领域不断扩展与更新,传统农业的生产模

式已逐步被现代农业产业化及其社会化、规模化生产所代替。

因此研究不同区域现代农业技术和农机化在农业生产领域的

应用,建立不同种植结构模式和研发配备先进的农业机械化新

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现代农业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受

区域性、地域性的制约。各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业化、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农业技术及农机化应用水平也不

尽相同。这些技术与成果虽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适用，但

在同类地区发展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是具有一定借鉴意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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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对于全面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

本书紧紧围绕基层农机化实际应用和当地农业生产、自

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不同视角来探索现代农业与农

机化技术应用的关系，着力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突出当地农产品的特色优势及农机化管理

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深入探讨，为指导当地农业生产发展，领导

层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本书内容包括农业系统工程应用与综合研究、农业机械

化技术应用、农机安全生产与管理、专家论坛四部分。适用于

基层从事农业机械化的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大中专院

校师生学习阅读。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同行专家的指点，在

此一并致谢，书中有不少观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

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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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部干旱带农业

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农业建设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以占

世界 7%的耕地，满足了占世界 22%的人口的粮食需求。贫困人

口由 1998 年的 8 000 万减少到了 1 420 万。农民收入普遍成倍

增长，农村已实现了温饱并正在向小康和富裕迈进。但我们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目前是农业大国，而并非农业强国，要实现

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这一目标迈进，就必须在保持现有 18 亿基

本农田的基础上，发展高新农业技术，走“科技兴农、科技强国”

战略的路子。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民、农村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薄弱环节，也是重点、难点和关键环节，没有农业现代化，也就

没有整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生产

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的形势

下，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因

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控制农业人口增长，节约资

源，提高科技与管理水平，走农业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发展

及规模化，保持生态环境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依靠科技进

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发展农村

第一部分 农业系统工程应用与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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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这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农业建设的核心目标。

宁夏是我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建国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

在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积极探索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宁夏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安定，取

得了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性跨越。但是宁夏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东

部先进发达的省区还有相当的差距。尤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

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不高，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发展总体水平仍处在“靠天吃饭”和传

统农业的过渡阶段。

———有限的土地资源，质量呈下降趋势，水土流失，土地

盐碱化，草原沙漠化，环境污染，水资源严重短缺，再加上农业

基础设施薄弱，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业可持续发展表现为后

劲不足。

———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缓慢，技术创新和项目

储备不足，农业产业化和社会服务化程度不高，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率低，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脱节现象较为突出，这些因素仍在

扩大，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农业建设进程

的步伐。

———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口素质不高是制约我区经济发展

的又一主要因素，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近年来在生态建设和科

技教育方面加大了投资的力度，但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低素质人

口的生产仍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仍是制约农村

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和农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将我

区大致划分为三个区域，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区和南部生

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机械化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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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设区。其中：中部干旱带占居了宁夏的半壁江山，这里土

地辽阔，人口相对分散，自治区先后在这里建成了红寺堡移民

开发区、太阳山工业园区，大力发展旱作农业，引黄灌溉农业、

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等示范园区，为该区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为宁夏中部干旱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搭

起了一个平台。

1 宁夏中部干旱带概况及农业现状

1.1 宁夏中部干旱带自然条件概况

宁夏中部干旱带北临引黄灌区，南接黄土丘陵沟壑区，东靠

毛乌素沙地，西连腾格里沙漠，总面积 305 万 hm2①，占全区总面

积的 45.9%，耕地面积 45.6 万 hm2。包括吴忠市的盐池县、同心

县、红寺堡开发区及利通区的山区部分；中卫市的海原县，中宁、

中卫两县的山区部分；固原市的原州区北部，西吉县西部，彭阳

县北部及灵武市的山区部分。共涉及 4 个市（县、区），69 个乡

镇，892 个行政村，147 万人口。农村人口 136.42 万，占总人口的

94.7%。

该区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平均年降雨量不足

280mm，水资源是全国平均水资源的 9.1%，年蒸发量在 2200mm

以上，蒸发量是降雨量的 5~8 倍，俗有“十年九旱”之称，干旱发

生频率高达 82.5%。尤其是近年来，干旱日益加重，已成为我国

干旱发生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畜饮水困难。由于气候

干燥，风大沙多，全年 8 级以上大风日数达 25 天以上，4 级以上

的风在 180 天以上。土地沙化面积达 3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

总面积的 35%以上，流失强度为 2 500~2 800t/km2。其他自然灾

害如冰雹、冰害、鼠害、病疫也频频发生，区域生态环境极度脆

①：1hm2=15 亩。

第一部分 农业系统工程应用与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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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是国家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规划重点治理区域。同时也

是影响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该区

域在西北地区乃至中国西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探索

该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农业建设模式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1.2 宁夏中部干旱带农业生产现状

宁夏中部干旱带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农村

经济发展落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农业生产效率水平低，大

部分农户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20 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国家先

后投资建成了固海扬水工程、盐环定扬水工程、井窖工程为当地

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7 年底，该区域水浇地

面积发展到了 38 万亩，但人均仍不足 1 亩。所以该地区仍属于

国家和自治区重点扶贫地区。宁夏中部干旱带自实行退耕还林

后，国家的退耕还林补助、畜牧业收入和劳务输出成为该区域的

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近年来，宁夏中部干旱带在国务院和自治区政府的关怀和

大力支持下，因地制宜，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大力种草种树，保护

天然草原、围栏草原，封山禁牧，认真落实“退耕还林、退牧还草”

政策，发展舍饲畜牧业，扩大劳务输出，积极探索和发展设施农

业，以节水、节肥、保护生态环境、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

草畜产业，提高农业生产率等综合技术为突破口，为加快区域农

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子。实践证明，在宁夏中部干

旱带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旱作农业、设施农业是打破自然资源约

束，扬光热资源之长、避水资源紧缺之短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抗旱模式，构建抗旱增收的长效机制，要从

根本上抓好区域生态保护建设，在做好传统的甘草产业、马铃薯

产业、草畜产业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挖掘自然资源、人力资源

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机械化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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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力，紧紧围绕有限的水资源和充足的光热资源，大力发展节

水高效的设施农业，采用先进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从根本上改变

旱作区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也是宁夏农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现

代化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选择。

2006 年，自治区启动实施了中部干旱带旱作农业示范区建

设项目，项目经过两年的实施，项目区增产增收效果明显。项目

区日光温室平均亩产值在 10 000 元 / 亩左右，水效益达 30 元 /

平方米，大中拱棚平均产值为 3600 元 / 亩，水效益达 25 元 / 平

方米，水效益是种植粮食的 10 余倍，实践证明设施农业与节水

补灌农业不仅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有效措施，也是促进农业

生产，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3 宁夏中部干旱带农业生产优势与不足

1.3.1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但

整体推进缓慢，生产规模化未能形成。

1.3.2 农业产业化稳步推进，逐步形成产加销的服务趋势，

但缺乏龙头企业的有效带动，市场化比例较低，生产经营者仍承

担较大的风险，缺少“订单式”农产品生产加工模式运作。

1.3.3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在形成，但服务组织管理松

散，服务质量和水平未能及时得到提升，农业合作组织尚未能起

到真正的作用。

1.3.4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框架已形成，农业机械化水平不

断提高，但覆盖面较窄，管理水平较低，节水意识不足，农业机械

化使用效率还停留在半运行状态。

1.3.5 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但地域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

扩大。据调查，宁夏中部干旱带 2007 年人均收入为 1946.7 元，

仍不足全国农民人均收入 4 粉 100 元的 1/2，与我区农民人均收

入 3 100 元相比，仍有 1 000 元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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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农民文化科技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体农民素质有

一定的变化，但青年农民务农的稀少，有的村庄成为“老人儿童

村”，职业教育侧重于外出打工技能的教育培训，而忽略了农业

科技知识的普及。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技术素质和身体素

质在下降。

2 影响宁夏中部干旱带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

主要因素分析

2.1 干旱缺水是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宁夏中部干旱带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介于北纬 35°16′

~38°03′，东经04°17′~107°37′之间，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粮食单产

变异系数较大，水土流失严重，干旱、冰雹、霜冻、暴风、病虫害时有发生。

这些自然灾害严重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又威胁着农业

生态建设。由于旱作农业对农业生态系统有较强的依赖性，

因此，解决中部干旱带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是在“水”字上下工

夫。解决该地区水资源的基本途径有三个：一是充分利用“两大”

骨干扬黄工程（即西海固扬水工程和盐环定扬水工程）水资源，

节约用水，尽可能扩大引黄灌溉面积；二是适度开发地下水资

源；三是大力推广集雨节水工程，充分利用天然降水。

2.2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不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该

区域仅有的水浇地几乎 80%用来种植玉米、瓜菜、小麦，这些作

物成本较高，人工较大，市场价格变异较大，在收获季节市场价

格走低，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被成本和价格几乎抵销。据宁夏

农林科学院种质资源研究所测定，种植 1 亩玉米的成本在 520

元左右，其市场价格为 750 元最高价，每亩纯收益仅为 230 元。

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变过

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机械化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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