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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灾害背景下宁夏避灾农业经营模式的地域构架

刘小鹏 , 王亚娟
(宁夏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宁夏农业生态环境的干旱化趋势 ,已经成为制约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干旱灾害环

境背景下 ,基于区域内部环境质量的非均质性 ,初步提出并构建了宁夏避灾农业经营模式 ,即引黄灌区高

效集约与规模经营的避灾农业亚模式和南部山区高效利用与综合发展的避灾农业亚模式。 较以往农业发

展模式 ,避灾农业生态模式更具经济上易于接受 ,运行上易于操作 ,收益上高效的特点 ,特别是对于优化农

业投资环境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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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Framework on Management Model of Avoiding Calamity Agriculture

Based on Arid Calamity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LIU Xiao-peng , Wang Ya-juan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Ning x ia University , Y inchuan 750021, N ingx 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 China )

Abstract: The a rid tendency of ag ricul tural eco-environment needs to innova te radically the existing unrea-

sonable m odels and outdated ideas of ag ricul ture developing in Ningx 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 avoid-

ing calami ty ag ricul ture should be the new idea to agricul 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Ningxia region.

Furthermo re, the sub-model o f drawing the Yellow riv er irrigable land and the sub-model of southern m oun-

tainous a rea are produced and form 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 racteristics o f av oiding calamity ag riculture

and ba 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arid calami ty and the un-evenly characteristic o f inner envi ronm ental quali ty in

smaller region. The model o f av oiding calami ty ag ricul ture is accepted easi ly in economy , operated easily in

m anagem ent and has high benefi t s. Especially, it is o f g reat signi ficance to im prove ag ricultural inv estment

envi ronment and to realiz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Keywords: arid calamity; avoiding calamity agriculture; management model;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envi-

ronment;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1　农业生态环境干旱化态势分析

宁夏农业生产环境存在明显的南北地域差异。引

黄灌区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 ,而南部山区农业生产经

营落后 ,畜耕、手工作业和自给经营方式普遍存在 ,与

引黄灌区形成了强烈反差。在诸多影响农业发展的因

素中 ,干旱灾害是宁夏南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共同障

碍。根据最新研究
[1 ]

,宁夏干旱灾害发生的频次占总

灾害频次的 1 /2以上 ,为各项灾害之首。不同时段出

现旱情的年份也是不同的 ,其中 ,春旱发生频率最高 ,

秋旱发生频率较低。总体来看 ,宁夏气候正在向干旱

化发展 ,且有加剧的趋势。

从农作物的生长期来看 ,每年 3— 10月是宁夏农

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 ,而此时春旱、

夏旱和秋旱却频繁出现 ,并造成连旱 ,范围少则一个

地市 ,多则遍及整个宁夏 ,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据统计 , 20世纪 70年代 ,以干旱为主的气象灾害对

宁夏地区农业造成的直接损失每年有 3. 20× 108元 ;

到了 80年代上升到 4. 40× 10
8
元 ; 90年代增加到

5. 60× 108元 ,已占到宁夏当年 GDP的 3. 70%。

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的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制

约宁夏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就客观上

要求人们必须立足现实 ,积极寻求适时、适宜新的思

维抉择以推动区域农业健康持续稳步发展。

2　避灾农业经营模式的地域架构

2. 1　避灾农业概念的内涵

在 2001年宁夏灾害防御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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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 ,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陈进玉首次提出了“避

灾农业”的概念 [ 2] ,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目

前 ,还没有更多的关于避灾农业方面的文献可据 ,但

是 ,进一步的探讨意义寻常。

避灾农业概念的提出应是解决干旱半干旱多灾

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次大胆创新 ,是一次革新性

的观念更新 ,是基于较小地理单元揭示出与区域大格

局不同的农业发展理论模式 ,对较小区域农业发展及

优化农业投资环境更具指导和现实意义。

所谓的“避灾农业” ,是指根据特定区域影响农业

发展的各类灾害的基本规律 ,以建设可持续的农业生

态系统为中心 ,趋利避害 ,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适宜

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 ,采用深层次、多元化的种养结

构 ,集约、高效、规模经营 ,融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于一

体的现代农业新体系。 避灾农业具有经济上易于接

受、运行上易于操作、收益上具有高效的特点 ,特别是

对于优化区域农业投资环境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意

义重大。

2. 2　避灾农业经营模式的地域构架

避灾农业的真正价值 ,只有在生产中才能得到体

现 ,必须用看得见、摸得着、活生生的样板使各经济主

体看到希望和有利可图。因此 ,首先应建设一批独具

开创性的、典型性和示范性的开发模式 ,然后逐渐推

广成功经验 ,进而形成连片开发的的生产格局 ,推动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避灾农业经营模式应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宁

夏全境气候以干旱为主 ,但分析引黄灌区和南部山区

的具体情况 ,却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二元”农业经

济结构特征。 ( 1) 宁夏平原有黄河这样一条过境河

流 ,使得农业用水较南部山区显得得天独厚 ,该区域

早已成为我国重要粮食供应基地之一。 ( 2)群众受教

育程度差异较大。 据统计 ,南部山区具有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仅为引黄灌区的 94% ,

39% , 40%和 20% ,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3. 37 a /人 ,

而引黄灌区为 5. 55 a /人。 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宁夏全

区文盲半文盲总数的 58. 40% 。人口素质低下导致南

部山区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30% ,实

际应用率则更低。 ( 3)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 ,南北

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1997年南部山区国内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仅占宁夏全区的 12%和 6% , 1998年仍有

近 3. 0× 105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 (人均纯收入低于

630元 /a ) ,甚至有区域返贫的现象 [ 3— 4]。

基于宁夏强烈的“二元”农业经济结构特征 ,在以

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驱动下 ,避灾经营模式必然具有

鲜明的南北空间差异 (图 1)。

图 1　引黄灌区高效集约与规模经营的避灾农业亚模式

2. 2. 1　引黄灌区高效集约与适度规模经营的避

灾农业经营亚模式　黄河流经宁夏川区 12个县市 ,

由干、斗、农、毛渠等组成了完整的灌溉系统 ,引水方

式涵盖了黄河水车提水、美利渠的无坝引水、青铜峡

灌区的有坝引水和电力扬水工程灌溉等。加之近年大

力推广喷灌、滴灌等先进节水技术 ,在已有灌溉面积

3. 33× 10
4

hm
2
的基础上 ,“九五”期间又发展了节水

灌溉面积 1. 51× 105
hm

2 ,多种节水灌溉技术和措施

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推广。

引黄灌区也是我国光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1993年至今 ,以盐池县、中宁县和吴忠市征沙渠生态

区为代表的各地区依据地域特色通过人工种植甘草、

枸杞、麻黄、绿豆和胡麻等极具经济价值、药用价值和

耐旱的沙生植物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 ,已成为该区域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贺兰山东麓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中国的“波尔多” ,

是公认的种植酿酒葡萄的最佳环境。 1998年初已开

辟了 2. 13× 103 hm2的葡萄酒产业化基地 ,同时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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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营农场基地为依托 ,借助玉泉营葡萄酒厂“西夏

王”干红、干白葡萄酒在国内外的品牌效应 ,集观赏、

娱乐、文化、品尝、购物、生产加工于一体 ,形成了一个

葡萄文化系列的旅游中心。近年来 ,随着葡萄基地、中

德合作果区的建成 ,该区呈向北扩展的趋势 ,这样由

单一品种的葡萄扩展为苹果、梨、西瓜、桃、甜瓜、杏等

多品种集约高效种植的局面就成为必然
[ 5]
。

同时 ,引黄灌区大力发展了地膜、大棚温室蔬菜

种植、暖棚养畜和多种技术的组合应用及工厂化形式

的生产。如银川市自 1993年以来已建设节能日光温

室 3. 50× 10
4
余座 ,总面积达 68 hm

2
,解决了四季有

鲜菜和城郊菜篮子问题。在暖棚养畜中 ,灌区主要生

产奶用牛、肉用牛、滩羊、瘦肉猪及家禽。仅 1998年产

优质肉达 9. 73× 104 t ,占宁夏全区肉类总量的

82. 65% 。以吴忠市利通区奶牛饲养为例 ,其区域特色

十分明显。 奶牛饲养量已达 3. 50× 104多头 ,占宁夏

自治区奶牛饲养量的 37. 5% , 5头以上的奶牛专业户

达 1 500多户。夏进乳品饮料公司生产的“夏进”牌纯

牛奶在区内外市场已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综上所述 ,引黄灌区结合区域特色的多种经营为

多层次、多元化发展避灾农业 (例如开发绿洲观光农

业园等等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引黄灌区首先肩负着

全自治区农业和农村的稳定问题 ,就应该站在更高的

角度上高效集约产业化经营避灾农业 ,其技术体系是

集高效节能温室、暖棚、喷灌、滴灌、青贮、林果和药材

栽培及高效牧业技术为一体 ,以及工厂化生产等关键

技术 ,进一步把有助于光、热、水、土等旱区资源开发

利用的各种技术加以拼装、组合 ,逐渐探索出发展旱

区高效集约规模经营的农牧业最佳模式。 概括起来 ,

包括资源集约、资金集约、技术集约和劳动集约等 4

个方面。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不至于由于干旱

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而导致全自治区农村社会经济的

动荡。

2. 2. 2　南部山区高效利用与综合发展的避灾农业经

营亚模式　南部山区干旱严重 ,灾害频繁 ,植被稀疏 ,

生态环境极度脆弱 ;人民生活贫困 ,经济水平落后 ,所

属县市为国家级贫困县市。为首先解决偏远民族贫困

地区粮食的有效供给 ,并结合退耕还林 ,科学制定与

区域资源相适应的避灾农业亚模式体系已显得非常

紧迫。制约南部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奇

缺的水资源和极度脆弱的生态环境。考察已有研究成

果及当地实际情况 ,构建了基于压夏扩秋 ,增产增收 ,

科学实施的南部山区避灾农业亚模式 (图 2)。

南部山区每年 4— 6月严重缺雨 ,种植夏粮已不

可能 ,发展节水、耐旱、保湿产业就显得非常迫切 ; 7—

9月又是相对降雨期 ,可发展高效农作物。在这一方

面 ,南部山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以薯豆类为原

料的淀粉产业为例 ,南部山区具有种植马铃薯的优越

气候和土壤条件。宁夏西吉县就有种植马铃薯的专业

村 40个 ,种植 0. 67 hm
2以上的专业户 2 000余户 ,

1. 33 hm
2以上的种植户 500多户 ,正常年份总产量达

1. 00× 108
kg以上 ,经过精深加工已大量销往福建省

等沿海地区。

据调查 ,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80%来自薯豆

淀粉产业 ,获得了经济与生态的农户与政府双赢的良

好势头。 另如 ,彭阳县自 1998年实施“两杏一果” (山

杏、仁用杏、苹果 )为主的经果林产业以来 ,年产量达

1. 43× 107
kg ,实现年产值 1. 38× 107元 ,农户人均纯

收入 30元以上。先后成立的果品公司和果品发展有

限公司年加工果脯 3 500 t,果茶 300 t。这种农工贸一

体化经营 ,不仅推动了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 ,而且为

退耕还林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科学合理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依据。

基于以上农业实践及其取得的良好经济和生态

效益 ,南部山区避灾农业亚模式的构建和科学实施将

显得意义重大。南部山区避灾农业的根本出发点就是

以高产增收为核心 ,解决民族地区贫困为目的 ,压夏

扩秋 ,高效种植、养殖 ,积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密切相结合 [ 6]。

总之 ,以上宁夏避灾农业经营模式的最显著特征

是把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放在影响农业发展的各驱

动力的首位 ,以突出区域特征 ,其核心是趋利避害 ,压

夏扩秋 ,产业化适度规模经营。同时 ,由于区域内部质

量在时空上的非均质性 ,避灾农业经营模式也相应不

同 ,特别是基于南北农业投资环境背景的巨大差异 ,

南部山区亚模式尤其应突出压夏扩秋、地面灌溉、种

养结合、生态保护、经济高效、保证粮食自给的特点。

3　讨论与结论

避灾农业及其模式是基于宁夏农业生态系统干

旱化趋势的实际情况提出并构建的。

( 1)各级政府之间 ,农户之间 ,政府与农户之间

的博弈问题。 在实施避灾农业的过程中 ,各级政府基

于各自利益及其政绩 (例如所上项目仅仅为了供人参

观和达标评比等 ) ,他们很可能急于上项目 ,并组织实

施 ,往往很少考虑农户在经济上能否接受的问题 ,出

现“供看不供用”、“投入大 ,使用少”、“没达到预期目

的 ,却浪费了资金 ,劳民伤财”。从农户的角度分析 ,由

于长期难以改变传统的种养习惯 ,政府缺乏对避灾农

业的广泛宣传 ,加之农户具有心理上的抵触动机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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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避灾农业很难在短期内见效。因此 ,若这种“囚徒困

境”难以解除 ,避灾农业的实施就成为纸上谈兵。摆脱

这种“囚徒困境”的惟一途径就是建立各经济主体相

互合作的的协调机制 ,以实现在实施避灾农业过程中

博弈各方共赢的格局。

( 2)避灾农业经营模式的应用是动态发展的 ,应

因地制宜 ,遵循适时适宜的原则。据以往经验 ,我们在

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 ,往往过多的注重发展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 ,而较少的考虑其经济的可行性 ;甚至在项

目选择上 ,盲目贪大求洋、简单照搬 [7 ]。 比如 ,在谈到

农业产业化经营时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借鉴以色列

的喷灌、滴灌的先进技术 ,殊不知 ,以色列的农业是出

口创汇型的农业 ,而我们的农业仍然是自给半自给型

为主导的农业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喷灌、滴灌等技术

投入大、成本高、养护管理要求严、农户要付出较高的

学习成本 ,在我们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之上和农户

分散经营为主的格局下 ,农户肯定不会在短期内接

受。 因此 ,近期内 ,不宜将其作为该区域的主流方向。

考虑到类似种种情况 ,文中构建避灾农业经营模式

时 ,就充分考虑了宁夏的应有条件 ,特别突出地面灌

溉的作用和其它措施的组合应用。这样 ,不仅短期内

能让各经济主体接受 ,让他们真正感到有利可图 ,并

积极付诸实施 ,而且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推进。

图 2　南部山区高效利用与综合发展的避灾农业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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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宁夏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基本上是自给半自

给主导的农业 ,商品化程度和附加值不高 [ 8]。而发展

避灾农业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但要有较多的初始投

入。因此 ,为提高农民和其他经济主体在发展和投资

避灾农业方面的积极性 ,必须加快农业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 ,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性农产品精深

加工业 ,积极寻求并开拓市场 ,借此提高农业效益和

农民收入。总之 ,避灾农业及其模式的构建仅是初步

探索性的 ,需要进一步商榷和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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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在我国 ,专门针对人工裸露地面进行植被绿化工

作才刚起步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 ,需进一步

研究 ,总结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

( 1)调查分析人工裸露地面类型 ,掌握裸露地面

的环境特征。 对裸露地面形成的原因、裸露地面基质

类型和环境特征进行系统调查总结 ,提出合理的分类

标准 ,进行分类。

( 2)筛选适合各种裸露地面环境特征的植物材

料。在对现有栽培植物材料进行筛选的基础上 ,重点

对一些野生植物材料进行引种驯化 ,丰富环境建设特

别是人工裸露地面绿化用植物材料。

( 3)人工裸地完全不同于自然裸地 ,这类裸地大

多是有人工利用大量的建筑材料修饰而形成的裸露

地面。有些裸露地面可以说完全不适宜于植物的正常

生长 ,必须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进行改造后方可利

用。 如何在这些人工裸露地面上进行绿化 ,是今后应

该加强研究的技术领域。

总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生态环境意识的不断觉醒 ,人工裸露地

面的绿化建设将成为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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