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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地区生态农业建设发展模式探讨
—— 以永春县为例

黄少燕 , 查轩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研究所 ,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以闽南地区有代表性的永春县为例 ,从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发 ,在划分生态农业建设区域

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各区的资源特点 ,提出了以可持续性高优立体种养业、名优水果为中心的林果业、节

粮型畜牧业及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等 4种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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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Model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Fujian Region
— Taking Yongchun County as a Case Study

HU ANG Shao-y an, ZHA Xuan

(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Fujian Teacher 's University , Fuzhou 350007, China )

Abstract: Yongchun county is used as a ty pical exam ple for so uth Fujian regio n. Based o n the principles of e-

colog y and sustainable dev elopment st ra tegy of the regio n, the a rea is div ided into sma ller eco-ag riculture

construction zo nes. The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zone are sy stematically analy zed. Fo ur dev elopment

m odels a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sustaina ble and hig h quality three-dimensio nal productio n of crop a nd animal

products, hig h quali ty f rui t a nd fo rest productio n as a key , animal husba ndry o f reducing g rain consumptio n

and establishm ent of production base for o rganic v eg etables.

Keywords: south Fujian region; eco-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l

　　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 ,把

现代科学成果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 ,使之具有生态

结构合理和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化农业生产系

统。该系统能在长时间内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损害

的情况下 ,具有最大的生产力。 它要求把粮食生产与

多种经济作物生产相结合 ,发展种植业与林、牧、副、

渔业相结合 ,大农业与二、三产业相结合 ,利用中国传

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 ,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

程 ,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实现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这种持续发展应使土地、水和动植物种资

源得到保护 ,无环境退化 ,技术上适宜、经济上可行并

能为社会接受的发展途径。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已被正

式列入《中国 21世纪议程》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及 2010年规划》。永春是个农业大县 ,发

展生态农业是促进和实现该县生态示范区内经济持

续发展、环境保护及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必由举措。

永春县在闽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以永春县

为例 ,进行生态农业建设发展模式探讨。

1　概　况

永春县位于福建省中南部 ,泉州市中北部 ,晋江

东溪的发源地 ,东西跨距 84. 7 km,南北 37. 2 km。呈

长条状 ,东西偏北走向。 东接仙游县 ,西交漳平市 ,南

依安溪、南安 2县 ,北邻大田、德化 2县。全县土地总

面积 1 468 km
2 ,有 21个乡镇 , 10个农林茶果场。全县

总人口 5. 29× 105人 ,约 4. 70× 105为农业人口 ,总

劳动力 2. 00× 10
5
人。 平均人口密度约为 360人 /

km
2
,人口分布很不均衡 ,山区乡镇人口密度 < 200人

/km
2
,蓬壶、石鼓、五里街、桃城、东平、岵山等的人口

密度达 600人 /km
2。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西北属戴云山脉的主体

部分 ,山高谷深。东南呈阶梯状 ,沿溪谷地散布着串珠

状的山间小盆地。最高海拔 1 366. 1 m ,最低 83. 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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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相对高差 1 283. 1 m ,表现出近沿海的内陆半山

区的特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是南亚热带向中亚

热带过渡地带。年均气温 17. 0℃～ 20. 5℃ ,年均降水

量 1 500～ 2 100 mm ,平均为 1 685. 5mm。降雨年内年

际变化较大 , 10月至翌年 1月降水一般仅占全年的

10% ,形成旱季 ; 5— 9月降水占全年的 65% ～ 75% ,

形成雨季 ,洪涝灾害较为严重。 以境内的大吕山、马

跳、吾中、埔头、上沙、外丘、仙溪和湖城一线为界 ,东

南部为南亚热带气候区 ,西北部为中亚热带气候区。

受地形地貌的制约 ,永春县境内形成多样化的地形小

气候和垂直分布差异的立体气候。

2　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2. 1　指导思想

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

展为战略 ,以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原理指导农业生

产体系的建立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 ,合理利用各类资源 ,以发展高产、高效、优质的“两

高一优”商品农业和创汇农业为目标 ,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 ,以高新技术为依托 ,通过五大农业基地建设 ,主

攻单产 ,提高品质 ,增加效益 ,努力将永春建成为两高

一优的生态农业示范县 ,并成为国家绿色食品生产和

加工、出口的重要基地。

2. 2　基本原则

2. 2. 1　整体性原则　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原则 ,把生态农业规划纳入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来考

虑 ,在规划中把经济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和人工调控

系统有机结合。

2. 2. 2　三大效益统一原则　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兼顾

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 ,不能偏废 ,即要使全体人

民得到丰富、优质、廉价的农副产品 ,又要使农民更快

地富裕起来 ,同时还要不断改善农业环境 ,以实现农

业稳定、持续地发展。

2. 2. 3　合理输入原则　农业生态系统的输入一定要

合理 ,只有输入与产出的物质和能量相适应 ,才能求

得结构上的相对平衡 ,最终实现生态农业稳产、高产、

低耗的特点 ,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因

此 ,积极、适度地增加物质投入 ,尽可能地投入无机

能 ,走有机与无机相结合的道路。

2. 2. 4　因地制宜、效益优先 ,多种模式原则　把生态

农业普遍原理与永春实际相结合 ,把现代科技与该地

传统农业精华技术相结合 ,充分挖掘农田资源潜力 ,

发挥山水资源优势 ,发展多种生态模式 ,即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宜渔则渔 ,宜粮则粮 ,实行种、养、加配套 ,

贸、工、农结合的综合开发模式。

3　生态农业建设分区及发展方向

根据永春县区域资源结构特点、地理环境和社会

经济技术发展状况 ,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保持乡

镇行政界限基本完整为原则 ,将全县划分为东部生态

农业建设区和西部生态农业建设区。

3. 1　东部生态农业建设区

该区包括桃城、五里街、石鼓、达埔、蓬壶、苏坑、

吾峰、介福、湖洋、东平、外山、岵山、仙夹 13个乡镇 ,

人口 3. 20× 105人 ,占全县的 61. 6% ,土地面积 819

km2 ,占全县的 56% 。

3. 1. 1　资源特点　 ( 1) 该区域桃溪沿岸地势平缓 ,

夏无酷署 ,冬无严寒 ,四季如春 ;外缘地势很高 ,山地

居多 ,属南亚热带温暖湿润丰水区和中亚热带潮湿多

水区的过渡性地带 ,气候条件优越 ,有利于多种农作

物的生长发育。 ( 2)人口密度大 ,劳动力充裕 ,港澳

台侨胞多。 ( 3)基础设施比较发达 ,投资环境相对优

越。 ( 4) 该区轻工业基础较好 ,第三产业比较发达。

( 5)人均耕地少 ,森林资源不多 ,矿产资源除高岭土、

花岗岩外相对贫乏。 ( 6)为全县茶果之乡 ,茶园面积

占全县 63% ,水果面积占全县 78%。

3. 1. 2　发展方向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巩固农业综

合开发成果 ,提高农业产业化开发层次 ,重点发展柑

桔、龙眼、荔枝等名优水果和蔬菜、麻竹生产 ,并建设

相应基地 ,大力发展立体农业、建立种植—养殖—加

工配套成龙的生产链 ,带动农副产品的深加工。

3. 2　西部生态农业建设区

该区包括一都、横口、下洋、桂洋、坑仔口、玉斗、

锦斗、呈祥 8个乡镇 ,人口 2. 00× 105人 ,占全县总人

口 38. 4% ,土地面积 644 km
2
,占全县的 44%。

3. 2. 1　资源特点　 ( 1)森林资源丰富。 全区林业用

地占全县 47% ,森林覆盖率达 57% ,木材蓄积量占全

县 68% 。 ( 2)地下矿藏多。 无烟煤储藏量 1. 30× 10
8

t ,铁矿石 8. 00× 10
9

t ,石灰石 5. 00× 10
7

t ,矿泉水、

高岭土丰富 ,此外还有锰、铝、锌、铜等矿点。 ( 3) 交

通运输条件优越 ,三郊线、福三线和将厦线公路穿过

其境 ,漳泉铁路天湖山支线途经坑仔口镇入该区腹

地。 ( 4)重工业具有一定基础。省属企业天湖山矿务

局、县煤矿和所有乡村煤矿、造纸厂以及全县大部分

水泥厂等均在此区。 ( 5)人均耕地面积较多 ,粮食作

物复种指数低 ,多数地区以单季稻为主。

3. 2. 2　发展方向　以建设毛竹、柿子、茶叶和食用菌

生产基地为重点 ,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和猪、牛、羊等

畜牧业 ,加强中低产田的改造 ,推广优良品种 ,发展再

生稻 ,提高复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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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农业建设发展的主要模式

4. 1　可持续性高优立体种养业发展模式

4. 1. 1　发展条件与现状评析　 ( 1) 该区自然条件

优越 ,水域面积大。 全县水域面积 1 576. 3 hm
2 ,其中

溪河面积 1. 30× 103
hm

2 ,水库 122. 4 hm
2 ,山塘 30

hm
2 ,池塘 90. 6 hm

2;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高 ,水稻高

产优化栽培技术全面推广 , 立体农业发展模式条件

成熟。 ( 2) 基地建设初具规模。西安、仰贤等立体模

式已取得成功 ,群众积极性高 ,“庭院经济”后劲十足。

食用菌潜力大 ,秸秆充足 ,成本低 ,市场前景看好。发

展食用菌不仅可使农民从中增加经济收入 ,还可把培

养料回田肥土 ,降低无机肥投入比例。 ( 3)技术队伍

强大 , 县、乡、村 3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基本形成。政

府已把高优立体农业列入“九五”计划 ,鼓励发展优质

高效的现代集约化、规模化立体种养业模式。

4. 1. 2　发展模式　 ( 1)鱼禽粮 (果 )立体养殖模式。

该模式是以一种生物的粪便作为另一种生物的食料 ,

以一种生产促进另一种生产 ,充分利用其地力、空间

和各种自然资源 ,长中套短、高中套矮、长短结合、种

养结合、局部立体、全方位发展 , 促进生态良性循环 ,

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该模式是永春县多年总

结出来的“二高一优”庭院经济模式。五里街西安村通

过鱼禽立体养殖模式的实践 ,可使每亩土地空间产值

较原来只种水稻提高约 14倍。其模式为地面修鱼池 ,

池上建鸡舍 ,鸡舍为笼养 ,利用率极高。物质循环过程

为:鸡粪养鱼、养猪 , 鱼猪粪便池渣 (肥水 )作为粮果

菜的有机肥源 ,粮食提供禽类部分饲料。 ( 2)生态型

鱼禽果竹库立体养殖模式 挖掘水库生产潜力 ,实施

完善水库承包责任制和股份合作经营制 ,变粗养为精

养 ,投放适生优良品种 ,提高水库综合效益 ,推广五里

街镇仰贤小Ⅱ型水库实施的鱼禽果库立体养殖模式 ,

它是以水中养鱼 (包括网箱养鱼 )、水上养禽 , 库岸种

草、养猪 ,库山种果 (竹 ) ,猪 (禽 )粪直接排入水库养鱼

或培育浮游生物间接作为鱼饵 ,这一过程达到资源的

充分合理利用 ,其生态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采取该立

体模式 ,创利润 37 500元 /hm
2
。 ( 3)粮菌牧果立体种

养模式。该模式是运用生态学原理 ,从永春县实际出

发 ,总结出在物质循环上充分利用、在空间上立体发

展 ,具有良好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粮菌牧果立体种

养模式。它是将种植业与庭院经济有机结合 ,循环过

程科学实用 ,以粮食作物为主 ,其秸秆即可以栽培食

用菌 ,又可以养牛 ,而牛粪又是食用菌必须原料 ,食用

菌采用架式立体栽培 ,节省空间 ,菇渣作为果树的有

机肥料 ,果树中的草可以养牛 ,牛粪又可以作为作物

的肥料。这一过程物尽其用 ,是一种科学的生态农业

建设模式。

该模式的建成 ,首先可以转移、消化农村剩余劳

力 ,引导农民特别是高边远山区农民跳出耕地圈子 ,

跳出单一生产粮食圈子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开发。并

在生产的实践中 ,走出山门 ,树立市场观念 ,找准产品

的市场位置。同时 ,通过稻草等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菇

渣还田返园等措施 ,形成了生产上的良性循环 ,实现

了改造中低产田 ,提高地力 ,巩固和促进了粮食生产

上达到粮、果、菌三丰收的目标。 总之 ,该项目的实施

是永春县生态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村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是巩固扶贫成果 ,夯实小康建设

基础所不可缺少的。

4. 2　以名优水果为中心的林果业发展模式

4. 2. 1　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永春县为亚热带果树

栽培适宜区。 该县栽培果树有悠久的历史 ,尤其是建

国以来的发展和长期实践 ,广大果农已积累了丰富的

生产经验。

自 20世纪 50年代初永春县就开始在山地成片

栽培芦柑 , 1998年全县柑橘 9 555 hm
2 ,年产 1. 83×

105
t , 95%以上为山地芦柑 ,是全国芦柑栽培最多的

县份之一。 柑橘年产值 2. 74× 108多元 ,农民直接从

柑橘生产获得纯收入 1. 00× 10
8
元多 ,县财政柑桔特

产税年收入 1. 00× 107元多 ,芦柑年出口 2. 5× 104～

3. 0× 104
t ,创汇 1 000多万美元。芦柑生产遍及全县

所有乡镇和行政村 , 60%以上的农户种植芦柑 ,芦柑

生产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繁荣了永春县经

济 ,成为该县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 但是 ,近年

来 ,由于果树上山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科学的布局 ,水

果生产出现一些不良问题 ,如盲目布局 ,违背适地适

种原则 ,导致水土流失 ;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 ,破坏了

生态小环境 ;病虫害的暴发和蔓延时有发生。另外栽

培技术跟不上要求 ,还处于以产量为主的栽培模式 ,

果品质量下降 ,优质果品率低 ,生产成本高 ,经济效益

不理想 ,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4. 2. 2　名优生态果园栽培技术改造工程　改造栽培

技术 ,实现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目标 ,应向少耕、省

工、省力、优质化栽培发展。 ( 1)坚持适地适栽原则。

适地适栽是果树栽培的基本原则 ,是优质高效栽培的

基础 ,主要应在芦柑栽培最适宜区域发展种植 ;对个

别海拔过高 ,自然条件差的果园应退果还林或改种其

它作物。 ( 2)重视果园规划。良好的果园规划是芦柑

优质高效栽培的重要条件 ,是果园提高机械化耕作水

平和扩大经营规模的基础。现有果园改造应适应长远

目标要求 ,重视水利设施和道路规划建设 ;要合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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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保证树体生长空间和耕作通道 ,以提高产量、品质

和提高工作效率。 ( 3)实行少耕土壤管理技术。永春

县果园坡度大 ,暴雨多 ,应特别强调果园修筑等高梯

田 ,保持水土。在全园扩穴深耕改土的基础上 ,施行果

园自然草生栽培 ,每年或隔年在冬季结合清园进行一

次表土中耕翻土埋草 ,在生长季节每年多次割草覆盖

树盘。 保持深层土壤改良熟化 ,根系发达 ,保水保肥 ;

表层土壤自然草生 ,减少耕作次数 ,保持水土 ,增加有

机肥来源 ;并对表层土壤进行周期性改良 ,保持表层

土壤和根系的活性。 ( 4)在疏伐改造郁蔽果园的基

础上 ,改造树形 ,培育自然开心树形。 矮化树冠 ,改善

光能利用率 ,提高品质。 ( 5)改进施肥技术 ,试验推

广应用柑桔营养诊断配方施肥技术 ;增施有机肥料 ,

克服偏施化学氮肥 ,配方施肥 ;相对集中施肥 ,减少施

肥次数 ,提高肥料利用率 ,降低成本。 ( 6)合理疏果 ,

控制结果量 ,提高品质 ,克服大小年结果。 ( 7)推行

节水栽培 ,重视深耕改土、培育强大根系、生草覆盖等

栽培措施 ,提高土壤保水蓄水和树体吸收水分能力 ,

增强抗旱机能 ;并逐步配套水利灌溉设施 ,减少秋冬

干旱对芦柑生长的影响。 ( 8) 综合防治病虫 ,采取果

园草生栽培等措施改善果园生态环境 ,实行农业耕作

与药剂防治相结合。

4. 2. 3　林果草复合模式　林果草复合经营不仅符合

农业生产因地制宜的原则 ,而且也有其生态学的意

义。一般而言 ,在山体的中上部往往坡度较陡 ,开山种

果极易导致水土流失 ,因此山顶必须以林为主 ,尤其

是常绿阔叶林。其优点:一是森林可以调节气候 ,涵养

水源 ,果树下种草提高土壤肥力 ,保持水土 ,从而为水

果的高产和优质创造了良好的生态小环境 ;二是林果

草复合提高了系统内部的异质性 ,增强了抗御外界干

扰的能力 ,有利于抑制果林病虫害的暴发和蔓延。

4. 3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

该工程就是充分利用永春县资源优势 ,采取秸秆

养畜 ,竹山、荒山养羊 ,果园养鸡 ,庭院养兔的节粮型

复合林果牧发展模式。

4. 3. 1　发展条件及现状分析　永春县属丘陵山区农

业县 ,大力发展养殖业 ,具有投资少 ,风险小 ,效益高

的特点。有利于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 1)林、

果地面积大。全县林地面积 1. 10× 105 hm2 ,约占全县

总面积的 70% ,而林地中有毛竹面积 5. 50× 10
3

hm
2
,草地 2. 00× 10

4
hm

2
,其中连片 20 hm

2
以上的草

地有 48片 ,果园面积 1. 33× 104
hm

2 ,有利于节粮型

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 2)集约化、规模化、商品化畜

牧基地初具规模。 其中千头以上菜猪基地 7个 ,百头

母猪基地 7个 , 15头以上的养牛基地 9个 ,百头以上

的养羊基地 30个 ,千只鸡以上的养鸡基地 10个 ,其

中万只以上的种鸡基地 3个 ,已成为闽南地区最大的

良种鸡供应基地。 千只鸭以上的养鸭基地 7个 ,百头

以上的养兔基地 5个 ,养蜂基地 2个 ,名特优稀新品

种特种饲养基地 8个。 ( 3)畜禽良种的普及率高。全

县家畜良种普及率达 85% ,家禽良种普及率达 90%

以上 ,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发展。

4. 3. 2　发展模式与方向　 ( 1)积极推广新技术、新

模式。在普及畜禽良种基础上 ,推行秸秆养畜 ,竹、荒

山养羊 ,果园养鸡 ,庭院养兔技术 ,将成为永春县经济

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秸秆养

牛 ,以广辟饲料资源为基础 ,牛改为重点推广“肥育场

十大户”、“秸秆+ 精料+ 科技”模式。 竹山、荒山养羊

可充分利用全县 1. 00× 105 hm2多山地中的竹山、荒

山资源。果园养鸡可充分利用全县 1. 33× 10
4

hm
2
多

果园地域资源 ,发挥其生态良性循环效益。 ( 2)开发

牧草饲料资源、增强畜牧业发展后劲。 要充分利用山

地、林地、竹荒山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节粮型草食动

物 ,提高资源的转化率。要加快实施秸秆氨化养牛、竹

荒山养羊 ,果园养鸡 ,家庭养兔技术 ,提倡秸秆过腹还

田 ,发展种草养羊、兔、鹅等 ,大力推广黑麦草、百喜

草、龙舌草等优良牧草品种 ,促进节粮型草食动物的

发展。 ( 3)发展高优畜牧业 ,走创汇农业路子。要努

力发展二高一优牧业 ,突出名、特、优、稀品种 ,提高经

济效益。 要巩固发展野山鸡、鹧鸪、蛇、鹌鹑等特种动

物的饲养 ,要大力发展当地的优良品种永春白番鸭 ,

发挥其药用价值。 要抓鹌鹑蛋等畜产品的深度加工 ,

提高科技含量 ,增加加工产品的附加值。 ( 4)加强服

务体系建设。 强化疫情的测报监控能力 ,推广科学化

的免疫程序 ,提高整体免疫力 ,将生猪死亡率控制在

3%以下 ,家禽死亡率控制在 5%以下。要加强对检

疫、种苗、疫苗、兽药、饲料质量的监督管理 ,保障畜牧

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4. 4　无公害蔬菜发展模式及基地建设

4. 4. 1　发展现状及有利条件　 ( 1) 永春县地处南

亚热带内陆山区 ,气候温和 ,湿润多雨 ,四季如春 ,夏

无酷暑 ,冬无严寒 ,适宜于各种作物生长发育 ,对蔬菜

生产发展十分有利。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 ,

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

农村经济逐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近郊农民连片种植

蔬菜 ,出现了不少科技户、专业户和专业村 ,迈出了种

菜脱贫、种菜致富、种菜奔小康的新路子。 ( 2)有一

支强有力的科技队伍 ,县、乡镇和村 3级配备农技员

391人 (包括不脱产农技员 ) ,初步形成网络 ;县农函

大学习蔬菜专业的学员有 90人 ,他们在科学种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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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 3)各种基地规模已初步形成。

现有约 7 hm
2的蔬菜基地十几个 ,其中有桃场村的黄

瓜基地大白菜基地 ,卿园村的紫茄子基地 ,呈祥乡的

菜瓜基地 ,仰贤村的空心菜基地 ,石鼓村的花椰菜基

地 ,以及吾江、半岭、狮峰等村的大麻笋基地。蔬菜、麻

笋年上市量 5. 0× 104
t,居全市之首位。 这些基地的

特点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丰 ,人丰我优 ,人优我转”和

“避旺、补淡、节日供应”的经营策略 ,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 ( 4)拥有多层次的蔬菜销售市场。 有石鼓、

桃溪的常年性蔬菜批发市场 ,有仰贤、吾江的季节性

蔬菜批发市场 ,一般每天有 50辆汽车运输 ,高峰期达

100多辆汽车运往泉州、三明和南安、德化等地。同时

各乡镇、村落均有农贸集市蔬菜销售点和部分自产自

销的肩挑小菜贩 ,这些配套购销网络比较完善。

4. 4. 2　无公害蔬菜的发展原则　要从经济学、生态

学、环保学的观点出发 ,贯彻“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

植保方针。以农业综合防治为主 ,选用抗病虫害能力

强的品种 ;选用水利设施较好 ,排灌方便 ,土层深厚 ,

有机质含量丰富的沙质土壤 , p H值在 6. 5～ 7的范

围 ,科学种菜 ,水旱轮作 ,合理间作套种 ,提高土壤肥

力 ,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以施用农家肥、绿肥、有机肥

为主 ,尽量少用或不用化肥。积极使用生物农药 ,以虫

治虫 ,以菌治虫 ,推广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同时 ,结

合培育壮苗、合理密植、科学管水、及时中耕除草和摘

叶剪枝等科学管理 ,改善田间自然生态环境 ,使其有

利蔬菜生长 ,提高抗逆能力而达到高产优质无公害蔬

菜标准。

4. 4. 3　无公害蔬菜发展模式及基地建设　 ( 1) 大力

发展冬季蔬菜 ,推广粮菜双丰收的生产模式。该县属

双季稻栽培区 ,冬季大部分农田空闲 ,自然资源得不

到充分利用 ,农村劳动力剩余较多 ,大力开发冬季蔬

菜生产 ,推广一年四熟 (黄瓜—杂交早稻—杂交晚稻

—大白菜 )和五熟 (菠菜—杂交早稻—黄瓜杂交晚稻

—甘兰 )的粮菜双丰收生产模式 ,提高土地的经济效

益 ,丰富“菜篮子”工程。 ( 2)大棚栽培。利用现代科

技 ,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在蔬菜栽培基础条件较好 ,又

没有工业污染的菜区 ,建立大棚蔬菜基地 ,提高蔬菜

质量及单位面积的产出率。 ( 3) 扩大反季节蔬菜栽

培面积。 利用高海拔山区的自然条件 ,建立反季节栽

培的蔬菜生产基地 ,为蔬菜淡季市场 ,输送丰富、高质

的新鲜蔬菜 ;同时也加快了山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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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6　梯级爆破　将石壁爆破成台面宽度 2 m左右

的梯形 ,再在台面外侧砌一高度 80 cm左右的浆砌石

墙 ,然后加客土、肥料 ,栽树种草。

4　迹地整治技术

迹地是位于废弃采石场石壁下部的坑口 ,由石料

加工或堆料废弃后形成寸草不长的迹地。立地条件极

差 ,但地势平坦 ,易打穴施工。迹地整治的关键技术:

( 1)理顺迹地水系 ,使地表径流归顺 ; ( 2)全面绿化

迹地 ,乔、灌、草结合 ; ( 3) 在其与石壁的交界处 ,建

造一条宽度 10 m左右的绿色安全缓冲带 ,以避免石

壁碎石滚落时伤人。

5　生态恢复技术

裸露山体缺口的生态恢复问题 ,是综合整治中的

核心问题 ,要模拟自然生态系统 ,进行生物多样性筛

选与搭配 ,方可收到理想的效果。 从可持续发展与城

市景观的战略高度 ,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地形或人工创

造地形 ,选择具有较强抗逆性的乔、灌、草品种 ,并合

理搭配 ,使其尽快形成人工植物群落 ,改善裸露山体

缺口景观和城市生态环境。

6　结　语

裸露山体缺口整治技术是一项新的工程 ,国内外

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不多。深圳市从 2001年开始 ,政

府投巨资搞这项工作 ,可见其重要性。 城市化过程发

展比较快的部分沿海省份 ,也已开始注意到这项工

作。 各地情况区别很大 ,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 裸露

山体缺口整治是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难点 ,它对

城市景观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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