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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宁南干旱山区发展高效农业途径

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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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7 0 年代中期
,

我所受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

在宁夏南部山区开展科学考察
,

并开始了长期定

位试验研究和示 范
.

从生产建设方针到实用高效农业技术
,

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

先后提出

了
“

草灌先行
” 、 “

出路在肥
” 、 “

优化结构
” 、 “

旱作增产体系
”

、 “

节水型早实丰产果园建设技术
”

等

一批具有全局性的发展战略和技术措施
。

在此基础上
,

对本区发展高效农业的途径和基本战略

进行了研究探索
,

认为
“

三缺
”

(缺水
、

缺科技
、

缺物质投入 )是三大障碍因素
,

其中又以缺乏科技

人才与资金是主要限制因子
。

因而采取
“

把握全局
、

统筹兼顾
、

重点突破
、

梯级推进
”
的发展战

略
,

大力推广行之有效的实用高效增产技术
,

着力发展支柱产业
,

培育市场经济
,

对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奔小康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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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农业 思考与建议 宁南干旱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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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南部山区地域偏僻
,

气候干旱
,

海拔大部分为 1 60 0 ~ 1 8 00 m 之间
,

生态环境脆弱
,

生产

条件极差
,

经济文化落后
,

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

是全国有名的老
、

少
、

边
、

穷地 区
,

被称为全国贫困

之冠
。

党中央
、

国务院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建设十分关怀与高度重视
.

决定从 1 9 8 3 年起将宁南 山区

所属的西海固等 8 县列入国家
“

三西
”

农业专项建设计划
,

以 10 到 20 年的时间集中解决这一片

的贫 困问题
。

10 年来
,

在国务院
“

三西
”

专项资金和其它资金的扶持下
.

在全国全区 科研单位
、

高校以及全

社会力量的帮助下
,

经过宁南山 区干部和群众的不懈努力
,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历史性

变化
。

已有 80 %的农户解决了温饱
,

68 写的农户基本脱贫
,

约有 20 %的农 户已经或者正在奔小

康
。

原来单一农业结构 (种植业收入占 80 %以上 )
,

低而不稳的粮食单产 ( 30 年亩产在 35 k g 左右

徘徊 )和十分贫困的生活水平 (人均粮食不足 25 0吨
,

人均收入不足 40 元 )
,

有了很大改变
,

人均

年收入已提高到 35 0 元
。

但是 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各方面原因
,

宁南山区的农业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还没有从根本上

得到改善
,

科技和物质投入严重不足
,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迟缓
,

市场经济缺乏牵动力
,

特别是抗御

干旱的能 力较差
,

一遇大旱
,

不仅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减收
,

而且造成人畜饮水困难
,

大量牲畜死

亡
,

成为困扰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稳定的一大难题
。

据气象资料表明
:

从 50 年代以来
,

宁

夏南部降雨量偏少
,

干旱频繁
,

风沙线和干旱带大约向南推进了 80 一 1 0 o k m
。

近 3 年的连续干旱
,

给 山区群众生产
、

生活造成很大损失
,

今年上半年
,

有 48
.

7 万人
,

56
.

24 万只羊和 12
.

08 万头大

家畜严重缺水
,

其中 28 81 0 只羊和 1 01 0 头大家畜被旱死
,

夏粮减产 50 %以上
。

面对大旱重灾
,

宁夏回族 自治区白立忱主席在视察我所固原试区上黄村时指出
: “
干旱 已成定律

,

变不了
,

干旱带

的老百姓也要致富奔小康
,

这是矛盾
,

怎么解决 ? ”

我们根据在宁南干旱山区 10 多年的试验和探索
,

特别是在上黄点从调整和优化农林牧结构

入手
,

扎扎实实抓好农业生态建设
,

大 力开展旱作农业的理论和技术体系研究
,

利用人天对策和

环境调控
,

实现了在连续三年干旱 中稳定发展和增产增收
,

在发展高效农业的实践中深深认识

到
:

改变宁南 山区干旱和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

依靠科学技术
,

增加物质

投入
.

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农业
。

二
、

宁南干旱山区发展高效农业的途径和基本战略

(一 )对高效农业概念的理解与认识

高效农业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

是党中央
、

国务院根据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

而提 出的农业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概念
,

这是我国农业发展 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

发展高效农

业的 目际
.

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

把农产品放开搞活
,

推向市场
。

这为宁南山区农村

和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

同 ! l
、

r也 fll[’ 临着国内甚至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
。

对此
,

必须更新

思想观念
,

从传统农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充分认识和发挥本地的自然优势
,

依靠现代科学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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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名
、

优
、

新
、

特农产品
,

并逐步形成规模经济与支柱产业
,

以此带动农村 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农民致富奔小康
。

(二 ) 由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转变的一般过程与基本条件

纵观农业的发展历程
,

大体分为三个 阶段
、

五个台阶
,

即原始农业
、

传统农业 (近代农业 )和现

代农业
,

后二个阶段又各分为初级和高级二个台阶 (见表 1 )
。

从表 1可以看出
,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以经验为基础
,

而后者则是以科

学技术为基础
,

因而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大大落后于现代农业
。

其对应于产量和效益来说
,

又称为

低产 田
、

中产田
、

高产田
、

高效田
。

其主要形成条件是低产田 ( < 1 5 0 k g /亩 ) 由于缺水缺肥
,

中产田

( > 1 50 k g /亩 ) 由于缺水有肥
,

高产田 ( > 3o o k g /亩 ) 由于有肥有水
,

高效 田 (吨粮田
、

千元 田 )则产

生于有水有肥有科技
。

显然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有投入作为代价和条件
,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要实现

高产出必须有高投入 (包括物质
、

能量
、

技术
、

资金的投入 )
。

表 l 农业发展三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发发展阶段段 原 始 农 业业 传 统 农 业业 现 代 农 业业

发发展台阶阶阶 有机农业业 复合农业业 无机农业业 高效农业 (持续农业 )))

基基本特征征 以简单劳动获取取 以经验为基础础 以经验为基础础 以科学学 以高科技为基础础

食食食物为基础础 自给自足足 扩大再生产产 为基础础础

经经济形态态 靠大 自然恩赐赐 自然经济济 半商品经济济 商品经济济 市场经济济

经经营特点点 掠夺式经营营 粗放经营营 精耕细作作 集约经营营 集约经营营

物物质循环环 封闭式式 半封闭式式 半开放式式 开放式式 资源节约型开放式式

耕耕作方式式 撂荒荒 休闲闲 轮作作 间作套种种 立体种植
、

日光温温

棚棚棚棚棚棚棚等等

抗抗旱技术术 修渠灌溉溉 渠
、

井灌溉溉 机械抽水水 机电抽水水 微灌水肥技术术

肥肥料类型型 自然肥力力 农家肥肥 农家肥 + 化肥肥 化肥为主主 复合肥
、

专用肥肥

单单产水平平 < 5 000 5 0 ~ 1 5 000 1 5 0 ~ 3 0 000 3 0 0 ~ 5 0 000 吨粮 田
、

千元田田

((( k g /亩 )))))))))))))

ttt 二 L ,书 」」二
~

」 `̀

1 5 000 l 555 1 ~ 333 1 ~ 0
.

666 < 0
.

222二二〔地不软 JJJJJJJJJJJJJJ

(((亩 /人 )))))))))))))

由此可知
,

要实现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的飞跃
,

必须以科技为动力
,

以物质投入为基础
,

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
,

发展
“
二高一优

”

农业
,

并建立以流通为重点的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体制和以生产为

重点 的科研
、

教育和技术推广等服务体系
,

使高效农业建立在稳固的社会
、

经济和科技基础上
。

(三 )宁南干旱山区发展高效农业的障碍因子

近 10 年来
,

宁南山区的农业有了较快发展
,

尤其是在施用化肥和推广优 良品种上有了很大

进步
。

但就总体水平而言
,

尚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起步阶段
,

离高效农业还有很大距

离
。

以化肥为例
.

从 10 年前的不施用到施用量逐年增加
,

使用化肥品种增多
,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跨越了一大步
,

但仍存在着施用量不足 (亩施商品肥 7k g 左右 )
,

配 比不当 (氮磷 比失调
,

N P

比达 3 , 1
产一 4 , 1 )

.

施肥技术不科学
,

肥料利用率低 ( N 肥利用率仅为 22 %左右 )等情况
,

所以增

肥不增产问题比较突出
,

粮食单产在 60 ~ SOk g 左右徘徊
。

因此继续增加化肥投入
,

积极改进施肥

技术和合理科学施肥
.

是发 展高效农业的取要条件
。

干旱缺水是宁南干旱山 区发展高效农业的最大障碍因子
。

由于降水量少
,

且分布不均
,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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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频繁发生
,

就水资源总量而言
,

本区人均 9 00 m
’ ,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 3/
,

亩均 47 m 3

仅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 1 / 4 0
,

如何巧用有效水资源
,

是战胜干旱
,

发展高效农业的关键环节
。

试验表明
:

宁南 山区一方面水资源十分 缺乏
; 另一方面现有水资源利用率也很低

,

每年 约有 60 %的水资源

因水土流失和蒸发变为无效水而 白白浪费
。

故千方百计蓄住天上水
,

多用雨季水
,

保住土 中水
,

巧用地表水
、

走节水型农业的道路
,

是发展山区高效农业的根本途径
。

同时
,

本区的水资源也存在

分布不平衡
,

如川道
、

库 区周围水资源相对丰富
,

源区
、

山区
、

特别是远山区水资源十分缺乏
。

这就

决定了宁南山区的高效农业应因地制宜和分步骤实施
,

条件差的应先突破低产变中产
;
条件中等

的应主攻多种经营和中产变高产
;条件好的则应为率先实施高效农业的重点

。

缺科技是指科技人才不足又流失严重 (包括调离
、

转行 )
,

加上科研经费极度短缺 (三西经费

中投入科技的不到 1 %
,

科技单位的事业费仅够发工资 )
,

获得农业成果的周期长
,

科研环境不稳

定
,

致使农业科技成果数量少
、

速度慢
、

技术低
,

加之群众文化素质差
,

发达地区广 泛应用的高新

技术 (人工温室
、

塑料大棚
、

水培
、

组培
、

基因移植
、

农产品精细加工
、

贮藏保鲜等 )在该地区近于空

白
。

而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以资金和物质投入为代价
,

但群众收入水平低
、

依赖思想大
, “
三缺

”
问

题成为宁南干旱 山区发展高效农业的三大障碍
。

(四 )宁南干旱山区发展高效农业的基本战略

宁南 山区基础条件差
,

区位势能低
,

资源匹配不平衡
,

生态环境问题仍很脆弱
,

群众脱贫尚不

巩固
,

因此决定了宁南干旱山区在发展高效农业的战略上
,

应实行
“

把握全局
、

统筹兼顾
、

重点突

破
、

梯级推进
”
的战略

。

所谓把握全局
、

统筹兼顾
,

是指鉴于生态失调和群众贫困的历史及现状
,

应

改善生态环境和巩固广大山区脱贫成果
,

作为山区农业工作的指导思想
,

并从计划
、

规划
、

实施部

署上予以保证
,

做到 山水 田林路综合治理
,

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
,

使群众能普遍受益
,

生活能普遍

提高
。

所谓重点突破
.

是学习与应用国家在四沿地区试办开发区的成功经验
,

选择基础条件好
,

群

众积极性高
,

能形成规模效应
,

产品能顺利流通的户
、

村
、

乡
、

路
,

大力发展以
“
两高一优

”
为龙头的

农业基地和以
“
庭院经济

”
为突破 口 的多种经营

,

不断摸索和创造适用当地地情
、

民情
、

财情的可

行经验
,

推动广大山区 的高效农业建设
。

而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
,

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或几个

结合
:

1
、

大农业与小农业
。

应从保护环境和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要求出发
,

在坚持搞好山水 田林

路综合治理
,

农林牧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基础工作的同时
,

采取得 力措施和有效科学技术
,

稳定

提高粮油生产
,

使全区 的单产尽快进入 中产水平
,

以对付干旱多灾环境
,

无灾夺丰收
,

有灾能补

歉
,

以保证群众稳定解决温饱和实现小康的需要
。

2
、

大开发与小开发
。

应在保护与充分利用各类土地资源的同时
,

重点抓好地势平缓
、

水热条

件较好
、

具有较高生产潜 力的基本农 田的深度开发利用
,

包括川道
、

台源
、

梯 田
、

坝地的整治培肥

与集约利用
。

只有创造出良好的农田条件
.

才能有高效益的产出报酬
,

否则高效农业就无立足之

地
。

3
、

广开发与深开发
。

由于干旱 山区的 自然条件一时难以大范围改变
,

而宁南山区人少地多
,

坡度平缓
,

类型多样
,

气候凉爽
,

适于发展林 (l JJ 果 )
、

牧
、

油
、

豆商品生产
。

因此应在本区广大的土

地上抓好这些顺应天时
、

技术成热
、

有传统
、

有优势的产业及其相应的技术 (如深施肥
、

抗旱 良种
、

保水剂
、

模式栽培
、

舍饲育肥等 )
。

开发利川同时
,

爪点放在具有资源潜力和地缘优势的户
、

村
、

乡
、

路上
,

认真选择适宜项目
,

积极引进专业 人才与 .0J’ 新技术
.

多方强化资金投入
,

进行立体
、

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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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开发
。

在沿河平川地搞粮菜
、

果菜
; 在 干旱源 区搞粮油

、

粮豆 ; 在干旱 山区搞农牧
、

果 (山

果 )药
;
在高寒山区搞农林

、

农牧等结合型产业
。

4
、

干旱缺水与提高水分利用率
。

在积极开发利用地表水的同时
,

重点应放在 自然降水的充分

利用上
,

即以旱农为主
,

旱农与灌溉农业并举
。

其旱农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措施有
:

( 1) 迎水 (尽可能

将作物种在雨季 ) ; ( 2) 寻水 (选择深根作物或促进根系下扎
,

以利用深层土壤水 ) ; ( 3) 蓄水 (采用

工程和耕作技术
,

让雨水就地入渗和减少蒸发 ) ; ( 4) 集水 (将坡面
、

道路的地表径流用塘
、

坝
、

库
、

窖拦截收集起来
,

以备干旱和作物需水季节利用 ) ; ( 5) 节水渗灌及定额灌溉 (巧用各种水即天上

水
、

地表水
、

土壤水和地下水 )
。

三
、

抓好农业生态建设和增加科技及物质投人
,

是发展高效农业的基础

为了改变宁南山区贫困落后面貌
,

70 年代 中期 中央领导 同志指示 中国科学院到宁南 山区

进行科技扶贫
。

西北水保所受上级重托
,

组织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来到这里开展工作
。

10 多年来先

后建立了 n 个科研基点
,

开展了 20 余项科技攻关与试验示范研究与技术推广工作
。

针对宁南 山

区存在的山秃
、

千旱
、

低产
、

贫困等突出生态环境及经济 问题
,

从生产建设方针到技术措施
,

研究

提 出了一些带有全局和战略性的论点及成果
。

如
“
草灌先行

”
(指在恶性循环与投入不足的情况

下
,

恢复生态
,

发展生产的起步措施 ) ; “
出路在肥 "( 指在干旱多灾

、

土地贫痔 的环境下
,

把增施化

肥作为提高水热资源利用率及提高粮食单产的突破性措施 ) ; “

优化结构
”

(指改单一种植业结构
,

防止水土流失与土壤退化
,

合理利用水土资源而实施 的高效生态经济农业模式 ) ; “
旱农增产体

系
”

( 指在少水多变环境下
,

提高作物抗逆性与降水利用率的综合技术 ) ; “ 节水型早实丰产果园建

设技术
”

等均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广泛应用
,

有的还被国家科委列为全国科技推广项 目
。

尤其是旱地深施肥技术的快速
、

大范围推广应用
,

不仅有效的提高了粮油产量
,

而且彻底改

变了宁南干旱山区农业经营只取不给的落后局面
,

并为农业技术的革新提供了物质基础
,

它标志

着宁南干旱山区传统农业的觉醒和现代农业的开始
。

在单项推广上述有效技术的同时
,

为了发挥这些技术的综合效益
,

我们将这些技术加以合理

组装
,

并在基点上搞好样板
,

取得了社会
、

经济
、

生态三大效益同步增长的显著成效
,

并为高效与

持续农业发展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
,

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

现在固原上黄
“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

验示范区
”
和彭阳洞子硷旱农体制改革试验点

,

经过
“
七五

”
及

“
八五

”

的努力
,

两个村粮食单产 已

由超低产进入了中产 (亩产 1 30 ~ 1 50 k g 以上 )
,

人均粮 50 0一 70 k0 g (基本实现了耕二余一 )
,

人均

纯收入 6 00 一 8 00 元
,

正走 向脱贫致富之路
。

上黄村和一批科研示范点的经验表明
:

扎扎实实地搞好农业生态建设
,

加强 科技和物质 投

入
,

着力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
,

是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发展中必须跨越的台阶和步骤
,

对

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

四
、

大力开发和推广高效增产实用技术
,

是发展高效农业的突破 口

高效农业的实质就是将高新技术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科技成果的示

范推广工作
。

10 多年来
,

特别是
“

八五
”

以来
,

我们针对宁南 山区气候干旱
.

生产与经营水平较低

的实际
.

通过试验研究和引选
,

已有 10 多项高效增产技术在群众 中推广应用
.

获得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
,

为农户致富奔小康提供 了技术手段和经营门路
,

有的项 目如果形成规模经济
,

可望成为区

域性支柱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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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优良品种及模式化栽培技术

良种是发展
“

二高一优
”

农业的前提条件
,

我们一直作为科研重点来抓
。

目前上黄试区已初步

形成了农作物
、

果树
、

牧草等 良种引选基地和推广辐射源
,

每年提供小麦良种 1一 2 万 k g
。

主要 良

种有
:

1
.

春麦良种
:

陇春 10 号 (原名 8 1 3 9 2) 及其旱作丰产栽培模式
,

在 目前投入条件下
,

大面积亩

产达 1 6 7k g
,

比当地品种增产 59 %
,

最高亩产达 34 6
.

sk g
,

可用为干旱山区特别是丘陵山区的主

栽品种之一
。

现 已在 固原县 10 多个乡 (镇 )推广 10 万亩
,

成为东部山区旱地春小麦的当家品种
。

2
.

冬麦 良种
:

宁冬一号
,

这是西北水保所在彭阳孟源基点通过多年选育的旱地优 良品种
,

其

旱作潜力可达 3 0 0 k g 以上
,

在一般气候条件和普通栽培措施下
,

亩产超过 20 k0 g
,

并且抗病性好
,

品质优 良
,

已在彭阳
、

固原和甘肃庆阳地区推广 30 万亩
,

可望成为这些地区冬小麦主栽品种
。

3
.

胡麻 良种
:
已鉴定选出蒙 7 8 2 2

、

内亚 2 号和宁亚 12 号
。

平均亩达 1 20 一巧 ok g ,

比目前推广

的 良种宁亚 10 号增产 n
.

6 %一 25
.

1 %
,

具有较大的增产潜力和推广价值
。

4
.

优 良果树品种
:

从 1 9 8 8 年开始我们通过中 日合作与国内引种
,

已引进 9个树种中近 60 个

品种
,

其中早酥梨
、

乍娜葡萄
、

华县大接杏
、

布 目早生桃
、

耶 日
、

早熟富士
、

阿鲁普斯
、

新乔纳金苹果

等
,

表现早实
、

丰产
、

商品性高
,

均适宜在宁南干旱山区种植发展
。

其中阿鲁普斯袖珍苹果
,

在国内

属 独有
,

其树形小 (2 m 左右 )
、

挂果早 (2 年生苗即可挂果 )
、

产量高 (3 年开始挂果每株 Z Ok g 以

上 )
、

结果匀 (无明显大小年 )
,

既能食用
,

又能观赏
,

还可加工利用
,

应当作为宁南干旱山区的卫星

品种予以高度重视
,

并应用基因移植及组培等高新技术进一步提高和加速推广
。

(二 ) 高效施肥技术

增加肥料投入
,

提高其利用率
.

是我国农业高产
、

优质
、

高效
、

低耗的综合增产关键技术之一
。

国家科技发展白皮书提出
,

2 0 0。 年前
,

当年 N 肥利用率可提高到 40 % ; 2 0 20 年提高到 60 %
。

据

我们在固原试区试验
,

目前 N 肥利用率仅为 22 %
,

为此总结出提高 N 肥利用率的高效增产施肥

技术
:

将肥料 一次深施改为基肥
、

深追肥
、

叶面 喷肥 3 次巧施
,

其 N 肥利用率可由一次深施 的

2 2 %提高到 5 9
.

6 %
,

粮食产量可提高 35
.

9 %
,

这是上黄基点应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的新成果
,

建

议将叶面喷肥作 为宁南干旱山区由低产向中产过渡的关键技术和施肥制度改革的第二次革命大

力推广
,

其相应的多功能液肥也建议能建厂
.

投入批量生产并投放市场
。

(三 )旱作增产技术与节水灌溉技术

这也是高效农业的关键技术之一
,

对于宁南干旱山区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

1
.

抗旱保水剂
:

钙
、

赤合剂
:

这是基点在旱农科技攻关中研究的成果
,

用于拌种 (特别是干旱

年份 )可提高发 芽率 10 % 一 20 %
,

玉米可达 2 0 %
,

增产 12 %以上
,

现已应用近 10 万亩
,

建议在更

大范围推广
。

2
.

有限水灌溉技术
:

这是基点在中日合作中研究的新成果
.

适宜在有灌溉条件下应用的一项

节水增产技术
.

它的要点是在春季干旱缺水时
,

在春麦拔节期补充灌溉 40 ~ 60 m丫亩水
,

亩产可

由 1 2 0 k g 提高到 2 6 5 k g
,

增产一倍以上
。

如条件允许
.

灌溉水量达到 1 20 m丫亩时
,

亩产达 3 2 7k g /

亩
。

试验表明
:

春麦生育期以拔节期和抽穗期各补充灌水 60 nJ
3

/亩
,

增产效果最佳
,

建议作为由中

产向高产过渡的措施来推广
。

3
.

坡地水平沟 种值
:

这是由延安地区的成功经验
.

它既可减少水土流失
,

又能提高土壤含水

量 2 %一 3 %
.

还能增产 3 0 %一 6 0 q石
。

{I毛应用很不 阵遍
,

应从思想 上积 极引导
,

从机具上予以改进
。

4
.

旱地节水型果园早实丰产技术
:

这是上 黄基点摸索的经验
,

它克服了原有栽培技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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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
、

产量低
、

果形丑
、

难出售等缺点
,

并能长短结合
,

果粮菜结合
,

2 年即有果品收益
,

5 年即达盛果

期
,

6 年亩收入近千元
,

较种植业提高 7 倍
,

应在川源地区组织规模化推广
。

5
.

地膜覆盖栽培
:

这项技术在全国 已普遍推广
,

在宁南山区推广应用时间已 比发达地 区晚了

20 一 30 年
,

由于国家无专项投资
,

群众经济又 比较困难
,

我们建议各级领导尽快研究解决这一问

题
。

6
.

马铃薯早熟丰产技术
:

该技术较一般栽培方法早熟近 2 月
,

提前上市
,

亩产值可达 50 。~

7 0 0 元
,

应大面积推广
。

7
.

作物秸秆青贮与氨化处理技术
:

将传统的
“
粮食一经济作物

”

二元结构
,

逐步转向
“
粮食一

经济作物一饲料作物
”

三元结构
,

不断提高农作的综 合利用率和转化率
,

以及通过秸秆过腹还 田
,

增加有机肥
,

培肥地力
,

降低成本
,

是发展高效农业的重要方面
。

开展作物秸秆青贮和氨化
,

是快

速发展高效畜牧和兴牧促农 的重要途径
,

建议大 力推广
。

8
.

水土保持优化设计与综合治理技术
:

发展高效农业离不开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改善
,

从

全局来看
,

没有 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

没有抗御 自然灾害的防护工程体系
,

就不可能发展高效农

业
。

因此
,

在 山区应首先搞好水土保持总体规划
,

并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

建立农林牧优化结

构和水土保持防护体系
,

为高效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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