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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民众福祉、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的两大关键因素。当前我省耕地资源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因为，随

着人口逐渐增加和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及生态环境建设，耕地数量减少的

趋势将不可逆转，社会发展对粮食需求将呈刚性增长。加之我省耕地质量总体偏低，中低

产田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耕地质量退化趋势明显，土壤养分失衡，抗灾能

力减退，土壤污染加重，严重影响着粮食单产的提高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在耕地数量

减少趋势不可逆转、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对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实现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确保谷物自给平衡，必须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提高耕地综

合生产能力。

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甘

肃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农业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开展耕地地力评价是

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耕地地力监测与评价，利用GIS技术和现代化
手段，建立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科学划分耕地地力等级和中低产田类型，确定影

响耕地质量的主要障碍因子和改良措施， 有针对性地开展主要作物及特色优势作物适宜

性评价，对于建立我省耕地质量预警体系，准确掌握耕地生产能力，因地制宜加强耕地质

量建设与管理，指导农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施肥，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粮食安

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省耕地质量评价工作依托农业部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项目和测土配方施肥补

贴项目于2007年正式启动实施，是第二次土壤普查之后，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技术含量最

高的一次土壤调查与评价工作。工作启动以来，在省农业节水与土壤肥料管理总站的指导

下，在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农科院、兰州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协助下，对全省14个市（州）86
个县(市、区)耕地及各企事业单位农场所有耕地的气候、立地条件、土壤剖面、土壤理化性

状、农田管理设施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收集整理了土地利用资料、地貌地形资料、行政区

划资料、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以县（市、区、场）为单位，利用GIS技术及现代化的科学技
术，建立了耕地资源基础数据库和空间数据库，完成了各县（市、区、场）的耕地资源管理信

息系统，对耕地地力等级和中低产田类型进行了科学划分，摸清了全省土壤类型、分布、数

量、质量及土壤肥力变化趋势，掌握了耕地基础生产能力，明确了耕地的主要障碍因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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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具体的改良措施，并对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菜、棉花等主要种植作物及苹果、中药

材、蔬菜等特色优势作物耕地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形成了一大批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专

题报告，绘制了土壤图、土壤养分分布图、施肥分区图、种植业区划布局图、中低产田类型

分布图等系列图件。以上成果的取得，将对我省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科学

依据，将会对甘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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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立项背景

耕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是保持社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耕地数量和质量，均在不断的下降。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众多，但

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截止2005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22×108hm2，人均耕地0.09hm2，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我国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占60%，而且耕地数量在逐渐减少，

仅 “十五”期间我国共减少耕地6.16×106hm2。同时，耕地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土壤养分

逐渐耗竭，物理性状恶化，土壤肥力退化。据调查统计，在现有耕地中，氮、磷、钾营养元素

含量偏低的面积分别占47.12％～81.55％，盐碱化的占4.2％、土壤侵蚀的占38.7％、耕层浅薄

的占26.2％、渍涝的占6.66％、干旱缺水的占36.3％、土壤过酸或过碱的占8.3％、土体中存在

各种妨碍作物生长的不良土层的占11.9％，坡度大于25°的陡坡耕地约有6.67×106hm2。从目

前发展趋势来看，除氮、磷养分的含量正逐步提高外，钾和一些中微量元素的缺乏、内陆地

区的盐渍化、许多丘陵山区的水土流失、“三北地区”的风蚀沙化，以及广大地区的土壤污

染仍在继续发展。因此，积极探索有效途径不断提升耕地质量是我国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

唯一出路。耕地地力评价是进行土壤质量管理与监测的重要的环节，又是生态、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基础，所以，需要对耕地地力评价进行深入研究。2000年8月，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提出第三次土壤普查建议，经专家论证认为，党中央、国务院更关

注耕地质量，关注生态环境建设，仅仅开展土壤资源调查和养分调查不能满足当前农业的

需要，建议应该从保护耕地、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的高度提出项目目标。2001年农业部正式
确定项目为：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2006年全国测土施配方施肥工作方案》 明确要

求，“近年来已开展耕地地力调查的省份，要结合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进行耕地地力评价；尚

未开展耕地地力调查工作的省份，要按照耕地地力调查技术规程要求，抓紧开展有关评价

技术培训，选择有条件的县开展耕地地力评价试点工作”。

二、 目的意义

土地评价的总目的是指导土地合理利用，即为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

造）提供科学依据，为土地利用决策的制定提供基础，使土地利用类型最大限度地与土地

特性相适应，从而实现最充分而合理的利用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生产潜力，保

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自2006年以来，农业部连续下发文件，明确了耕地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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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和工作思路，并将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纳入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

目之中。徽县作为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县和耕地地力评价的试点县之一，根据农业部和甘肃

省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甘肃省农业节水与土壤肥料管理总站、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

肃省兰州大学干旱与草地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在挖掘徽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

成果和近年来土壤监测数据，收集整理徽县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及土壤肥力等数据的

基础上，有效组建了徽县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开展了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摸清了徽县

耕地地力的现状,为耕地资源的高效和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对于科学评估徽县耕地综
合生产能力,推动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种植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同时也可为农村土地征用、转让、承包和补偿等费用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三、预期目标

第一，建立徽县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其主要功能包括空间数据管理和属性数据管

理，信息查询、专题图生成、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检索、图数互查等功能。该系统不仅对测

土配方施肥养分数据进行管理，也可以结合专家施肥知识将相关施肥决策结果以图文的形

式进行管理。同时，对研究该区域的耕地地力评价、土壤养分的时空变异规律等研究也具

有现实指导意义，为GIS在基层土壤资源信息管理中的应用积累了经验。

第二，利用空间插值方法得到徽县2006年各种养分等级图，并根据各养分等级图对徽

县21年来（1985年—2006年）土壤养分变化情况进行时空比较分析，这可为徽县耕地地力

评价、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第三，通过对徽县耕地地力的评价，划分地力等级，最后得到徽县耕地地力评级等级

图，并根据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可以查清该区耕地基础生产能力、土壤肥力状况及土壤障

碍因素，为指导当地的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提供依据。

第四，根据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合理划分徽县中低产量类型和种植业布局规划，并提

出科学的中低产田改良措施。

四、主要成果

取得的文字成果有： 徽县耕地质量评价技术报告、 徽县中低产田类型划分与改造专题报

告，徽县耕地质量评价与种植业布局专题报告。形成的图件成果主要包括：徽县土壤图、徽县农

化样点点位分布图、徽县土壤养分含量分布图、徽县数字高程模型图、徽县坡度图、坡向图、徽

县耕地质量评级等级图、徽县中低产田分布图、徽县中低产田障碍类型分布图、徽县作物适宜

性评价图以及徽县耕地土壤pH值、土壤全钾、土壤速效钾、土壤全氮、土壤碱解氮、土壤全磷、土

壤速效磷分布图和徽县有机分布图，徽县耕地微量元素Cu、Un、Zn分布图等，共42项21个图件。

由于耕地质量评价工作内容丰富，涉及的知识面广，加之时间仓促，编著者知识水平

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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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徽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属陇南山区，东接两当县，南与

陕西省略阳县相连，西靠成县，西北与西和县接壤，北与天水县为邻。位于东经105°34′至
106°27′，北纬33°33′至34°11′之间（详见附图1）。徽县境内海拔最高为南部嘉陵镇的东界
山，高程2 504米，最低为虞关乡的吴王城，高程704米，相对高差1 800米。徽县东西宽49.5
千米，南北长65千米，总土地面积2 722.9平方千米，折合408.4万亩，耕地面积80.709 6万
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9.8%。全县辖城关镇、伏家镇、江洛镇、泥阳镇、柳林镇、嘉陵镇、永宁

镇、银杏树乡、水阳乡、栗川乡、麻沿河乡、高桥乡、榆树乡、大河店乡、虞关乡，共15个乡
（镇）、213个行政村，总人口22万人。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邮编：742300。代码：621227。区
号：0939。

第二节 自然与农村经济概况

一、 土地利用概况

据《徽县土壤》，徽县土地有山、川两种地貌。耕地中第一级、第二级为水田、水浇地、旱

地、菜地。第三级以旱地为例，分川旱地、山旱地、梯田地。徽县土地利用特点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

第一，土地类型地域性强，土地利用差异明显。徽县土地类型随着地貌特征出现不

同的地域差异。南部山大沟深，林业用地比例较大，生物资源丰富；北部山势较平缓，

林牧业用地比例大；中部丘陵区种植业占绝对优势。由于地势和海拔高度的差异，导

致光热条件的垂直变化，存在着土地利用上的垂直差异，海拔1 800米以上为纯林区，1
500～1 800米为林牧区，1 250～1 500米为农牧交错区，1 250米以下基本以粮食生产为
主体的种植业区。

第二，山地多，川平地少，净耕地比重少。在徽县408.436 8万亩土地中，山地359.096 8
万亩占总土面积的98.8%；川平地只有49.34万亩，占总土面积的1.2%。净耕地仅占总土面

积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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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土地绝对数量大，人均能利用的相对数量少，按2008年人口22万人计算，人均占

有土地18.85亩。

第四，徽县土壤资源丰富、类型多，既有地带性土壤，又有非地带性土壤，土壤的垂直

分布特征明显，各类土壤中以褐色土面积最大，占土壤总面积的87.6%。

二、土壤资源状况

1.土地资源
土地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 ，随着社会进步 ，人口的增长 ，种植 、畜牧业的不断发

展，徽县资源得到大量开发利用，垦殖指数相应发生变化，根据航片测绘，徽县土地总

面积2 722.9平方千米 ，折合408.436 8万亩，其中，耕地80.709 6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19.8%。根据2008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净耕地面积39.667万亩，其中旱地39.34万亩，占耕

地总面积的99.18%。耕地以山旱地为主，水浇田主要分布在伏镇、栗川、江洛、榆树4个乡镇
的这些地块能种植水稻。

2.耕地土壤资源
徽县耕地主要分布在800～1 500米的地区，属于由暖温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大陆性季

风气候。由于徽县地貌演变过程以流水侵蚀为主，形成构造———侵蚀地貌，土壤土层发育

薄厚不一。陡坡地段不仅土层浅薄，而且常带石灰结核和砾质。南北山区的缓坡和中部丘

陵区的黄土土层厚度多在100～200厘米之间。土地类型地域性强，土地利用差异明显，南部

山大河深，林业用地比例较大，生物资源丰富；北部山势较平缓，林牧用地比例大，中部丘

陵区种植业占了绝对优势。

三、植被资源状况

林地植被：乔木层组成植被为落叶、阔叶与针叶混交林带。2 000米以上树种有壳斗科
栎属的辽东栎、刺叶栎、栓皮栎，桦科的白桦、红桦，榛科的榛子，松科松属的油松，华山松

等。灌木层植被有金背杜鹃、松花竹等。地被物多为莎草科、禾本科、菊科等。

疏林、灌木林地：植被类型仍以灌丛草原植被为主，有稀疏的栎属、毛栗、侧柏、山杨

等。丘陵地带以灌草为主，灌木以马桑、狼牙刺、黄栌等为主。草本植物以禾本科、菊科、沙

草科、豆科等。

天然草地：植被类型以草原植被为主。

人工栽培作物：小麦、玉米、水稻、豆类、蔬菜、白杨、洋槐、臭椿、泡桐、榆树等；经济林

果有核桃、柿子、苹果、桃、梨、杏、梅、李、枣、石榴、葡萄、山楂、白果、樱桃、花椒、木檎、拐

枣、耐子、枇杷等；观赏植物有芭蕉、棕榈、荷花、菊花、夹竹桃等。

四、气候资源状况

徽县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润，因处于南北秦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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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下陷盆地,地形复杂,因而具有盆地气候特征。徽县气候夏季主要受西太平洋热带副高

压的控制，使太平洋温湿气流不断由东南方向输入，在高山环抱的徽成盆地中受到地形的

阻挡成为降水之源泉，这是夏季降雨增多的主要原因。冬季受蒙古干寒高气压的控制，气

候比较干燥，雨雪偏少。但因受地形阻挡，风力不大，降温缓慢，比同期同海拔同纬度的其

他地区气温明显偏高。

1.气温
据1971—2008年统计资料显示，徽县年平均气温12.4℃，年际变化范围11.1℃～12.5℃，

年际变化最大相差1.4℃，距平均最大值为0.5℃，最小值为-0.9℃。月平均气温最高为23.4℃
（七月份）最低为-0.7℃（一月份）。≥10℃的有效积温3 791.7℃，间隔天数206天。

徽县平均气温时空变化特征是， 海拔720～1 200米的河谷丘陵地区年平均气温在
12.7℃～12.2℃之间；海拔1 300～1 800米的北部低山及阴湿山区年平均气温在9.7℃～6.6℃
之间；与北部同高度的南部低山和阴湿山区为9.7℃～5.6℃之间。同时间同坡向不同海拔高

度的气温，下层比上层高。同时间同海拔不同坡向阳山坡比阴山坡高。

2.降雨量
徽县阴雨较多，水资源的主要来源为大气降水，降水分布规律是，东西部偏少、南部山

区最多，自南向北递减。从中部丘陵向北，又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南山坡多于北山

坡。 根据徽县气象局1971—2008年资料，徽县年平均降水量706.8毫米。全年降水集中在夏

季到秋季，7～9月的总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50%以上。 春雨少秋雨多为徽县农业气候的

一大特征。年降水量变率为15%，农作物生长季节（4~10月）变率相对稳定，除7~8月分外，

均≤40%。10厘米深年平均土壤湿度为18.5%，土壤有一定的抗旱保墒性能，有利于农作物

正常生长发育。

3.光照
徽县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 726.4小时，日照百分率为39%。年日照时数比岭北的天水市

少305.7小时，比邻近的两当县少242.8小时。偏少的原因与徽县所处地势低洼，森林面积

大，植被较好等特殊地理环境直接相关。在农作物生长季节中，日平均气温≥0℃期间的日
照时数为1 094小时，占全年总日照时数的63%，日照百分率为40%。日照时数，日照百分率

偏少偏低，不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是大幅度提高农作物单产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

五、水文地质资源状况

徽县境内有大小河流600多条,全长2 216千米。主要河流有6条，嘉陵江流经县境,在聂
家湾至吴王城县境区间，流境长度为40.2千米；永宁河发源于西北边境的大山坝,全长40.2
千米；东沟河发源于与两当县交界处的大阳山，全长33.1千米；西河发源于县境榆树乡的

小马鞍山，全长42千米；洛河发源于老爷山南麓，全长50.4千米麻沿河，发源于老爷山北麓,
全长33.1千米。另外，嘉陵江1~6级的支流有638条，流域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有6条，年

径流量19.86亿立方米。县境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探明的矿藏有铅锌、铁、金、铅、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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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砩石、大理石、石灰石、花岗石、锑、磷等4大类22种。主要矿种年生产能力：铅锌矿石18
万吨，铁矿石2万吨，金矿石5 000吨，硫矿3 000吨，汞200千克。

六、农村经济概况

全县辖15个乡镇，213个行政村，94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6.01万户，其中乡村总户数4.52
万户。乡村总人口18.18万人，乡村劳动力资源11.59万人，乡村从业人员9.97万人，其中农业

从业人员5.13万人。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18.19亿元，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渔

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约占54.9%，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建筑业等）约占37.2%，第三产业（包

括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文化教育业、商业等）约占27.9%。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

9.39亿元，其中农业6.29亿元、林业0.89亿元、畜牧业2.12亿元、渔业0.02亿元、服务业0.07亿
元。总产出42.3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9.4亿元，第二产业23.13亿元，第三产业9.86亿元。全年

农村住户人均纯入2 588.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875.2元、家庭经营性收入1 677.26元。在家庭

经营性收入中，第一产业纯收入为1 258.65元，其中农业纯收入1 117.88元、非农业纯收入

418.62元。

第三节 农业生产概况

一、农业生产现状
徽县是以种植业生产为主，农、林、牧、副、渔综合协调发展的旱作雨养农业县。长期以

来，历届县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始终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作为加快农村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徽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紧迫和最重要的问题。近年来，徽县依靠

科技进步，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实施科技项目，按照做强畜牧产业，做优粮油产

业，做专区域优势产业的工作思路，努力提升粮油产业开发水平，扩大特色产业基地规模，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通过加强领导、靠实责任、强化服务、狠抓科技措施落实，实现了农民

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和蓬勃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主要农产品总量大幅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徽县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0.4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8.35亿元，增长

了近20倍，年递增6.3%，其中牧业总产值由4 147万元增加到1.9亿元，增长了4.6倍；粮食总

产量由84 266吨增加到141 088.54吨，增长了67.4%；油料产量由795.8吨增加到8 163.9吨，

增长了10倍多，蔬菜从无到有，至目前产量已达到94 465.85吨；肉类产量由3 986吨增加到
16 454吨，增长了4倍，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大幅提高，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

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2.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区域布局趋于优化

农业内部结构突破了以粮为主的单一种植格局，逐步向粮、经、饲“三元”结构和农、

牧、渔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坚持从战略性主导产业、区域性优势产业、地方性特色产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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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上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粮经比由1978年的92∶8调整到2008年的68∶32（详见
表1-1），以畜牧、瓜菜、蚕桑、烤烟、中药材等为主的特色优势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基地面积

达到18.85万亩，产值达到4.11万元，农业特色产业人均纯收入达到1 346万元，占农民人均

纯收入的比重达到53%。西瓜、三蒜、洋芋、烤烟等一大批优特农产品已逐步发展成为徽县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新的经济支撑点，徽县农业经济呈现出了结构优化、效益增长、和谐

发展的良好态势。

3.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明显提升，农业增长方式加快转变

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大范围的推广应用和高新技术成果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对

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30年来，徽县农技部门共推广高产、优质、专用小麦、玉米、

大豆等粮食作物新品种80余个，油菜、瓜菜等经济作物新品种300余个，粮食和经济作物良

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牛、羊、猪、鸡良种化程度达到90%以上，主要农作物品种得以更

新换代。紧紧围绕科技兴农、科技增收措施的落实，推广地膜覆盖、秸秆还田，药肥拌种、病

虫害综合防治、间作套种、化肥深施、测土配方施肥、西瓜嫁接、黄板诱杀、烤烟漂浮式育

苗、3+1大棚养蚕、舍饲养殖等先进实用技术180余项。根据实际，创新推广地膜洋芋—甘

蓝—玉米—大蒜、大蒜—玉米—白菜等新栽培模式20余种，土地从一年一收至两收达到三

至四收，粮油单产由1978年的135.83千克增加到2008年的241.58千克，增长了78%，科技对

农业的贡献率由不足30%增加到53%。
表1-1 徽县农作物复种指数与粮经比变化情况

4.农业经营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要求，徽县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标准化

生产稳步推进，信息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至目前，各类农业产业化经

营组织发展到89个，其中龙头企业9家，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年发展订单农业

4.13万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80个，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民会员达5 139人，带动

农户2.84万户，年经营服务总收入8 441万元,对60%以上的农产品进行有组织销售,成员人
均增收300元。 已建成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6处。 初步建成以县级农业信息服务平台为龙

1990 年 43.48 56.81 52.84 3.97 130.7 93∶7
1995 年 43.52 66.05 55.76 10.29 151.8 84∶16
2000 年 39.10 68.14 52.84 15.30 174.3 77∶23
2004 年 39.55 69.78 49.76 20.02 176.4 71∶29
2007 年 39.70 77.10 52.15 24.95 194.2 68∶32
2008 年 39.67 75.28 51.45 23.83 189.8 68∶32

1978 年 45.76 58.07 53.70 4.37 126.9 92∶8

年份
年末耕地面积

（万亩）

农作物播种总
面积（包括复种
及套种）（万亩）

粮食作物面积
（小麦、玉米、
大豆、洋芋等）

（万亩）

经济作物面积
（蔬菜、西瓜、
中药材、油料、
烤烟、桑园等）

（万亩）

复种指数（%）
粮经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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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县涉农单位与龙头企业信息网络为纽带，乡村信息服务站（点）为网点的农业信息服务

体系。农业标准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品牌优势逐步形成，止

目前，已完成10万亩蔬菜、20万亩大田作物、4 500亩水稻和23万头（只）畜产品的无公害产

地认定；大蒜、稻谷、甘蓝、马铃薯等16个农产品已获无公害产品认证；徽县西瓜、大蒜获得

国家绿色食品A级认证；注册了“金徽蜜”、“紫衣”、“神翠”、“陇珍”、“旺到地”等5枚特优农
畜产品品牌商标，并对每枚商标均做了保护性的扩大注册,农产品商标注册涵盖了徽县所
有农畜产品；实现了农产品无公害产地认定、无公害产品认证和商标注册的全覆盖，徽县

“绿色西瓜”、“绿色大蒜”、“旺到地西瓜”获得第十四届杨陵农高会“后稷奖”，“银杏牌”银

杏果仁，被陇南市政府命名为首批名牌产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包产到户”、“土地承包”、“最低收购价”、“劳务经济”、

“税费改革”、“退耕还林”、“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等不同时期的一些改革和惠农

政策的落实 ，农村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4年以来，徽县共落实各类补贴资

金6 481.81万元 ,人均受益350元，其中落实粮食直补资金1 678.84万元，农资综合补贴

资金4 642.97万元， 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160万元。 项目争取和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

大，2008年 ,仅农牧系统各类农业项目和招商引资资金就达到7 271万元。一系列强农惠

农政策的全面落实，彻底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
年的84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2 309元，增长了27.5倍，年递增8.8%，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二、粮食生产现状

徽县以冬小麦、春玉米、大豆、水稻、冬油菜等为主的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60万亩左
右（包括复种），占徽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0%以上，产量在1.5亿千克左右,产值在1.8亿
元以上，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占到40%。因此，粮油生产的丰歉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

和农村社会的繁荣稳定。近年来，随着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和粮食安全工程措施的落实，

科技含量不断增加，粮食生产水平逐年提升，实现了粮食总产和单产的持续增加。

小麦历年播种面积18万亩左右，约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30%，其面积始终占绝

对优势，近几年，随着特色产业发展，伏镇、银杏、栗川、泥阳等川平地退种小麦措施的落

实，小麦面积有所减少，但是生产水平大幅提高；玉米是徽县第二大作物，徽县范围内均

有种植、分布广、产量高，常年播种面积17万亩左右（含复种），约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

的28%，玉米是家畜家禽的主要饲料来源，也是徽县的主要经济来源；大豆是适合徽县种

植的大宗复种作物，常年播种面积约15万亩左右，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5%；水稻面

积0.4万亩，约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0.7%。粮食作物主要采取小麦—玉米—大豆两年

三熟的轮作种植模式， 小麦亩产一般在350～500千克左右， 玉米亩产在450～650千克左
右，大豆亩产在100千克左右。2008年徽县粮食播种面积51.45万亩，平均亩产达到283.96
千克，较1978年的135.83千克增加148.13千克，增长了109.1%。其中小麦亩产由197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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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3千克/亩，提高到2008年287.4千克/亩，增加了138.1千克/亩，增长92.5%；玉米单产由

1978年的256.8千克/亩，提高到2008年的416.6千克/亩，增加了159.8千克/亩，增长62.2%；

大豆单产由1978年的91.9千克/亩，提高到2008年的101.3千克/亩，增加了9.4千克/亩，增

长10.2%。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8 426.57万千克，2008年增加到14 609.36万千克，较2007
年总产增加500.51万千克（详见表1-2）。

三、经济作物与林果生产现状

2008年徽县冬油菜播种面积5.87万亩，平均单产122.14千克；蔬菜播种面积9.27万亩，

平均亩产1 263.05千克，其中薯类种植面积3.624万亩，平均亩产204.00千克；瓜果类（包括

西瓜、甜瓜、草莓等）2.25万亩，平均亩产2 384.81千克；桑园面积0.8万亩；烤烟0.505 6万
亩，平均亩产143.37千克；中药材播种面积3.93万亩，平均亩产204.35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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