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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风沙带生态移民区生态型新农村建设成效分析

刘秉儒，杨新国，宋乃平，安 慧
（宁夏大学 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宁夏 银川７５００２１）

摘　要：生态型新农村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干旱风沙带移民区新农村建 设 的

首要问题是如何运用新理念在生态移民工 程 区 建 设 高 起 点、高 水 平 的 生 态 型 新 农 村。以 位 于 贺 兰 山 东 麓

的生态移民点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为对象，对 生 态 移 民 区 生 态 型 新 农 村 的 建 设 成 效 进 行 了 实 例 分 析。分

析结果表明，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新理念的指导下，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以退化土地综合治理为方向，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建设沼气池，发展畜牧业，开展技术培训等措施，形成了该村资源互相利用、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构建了与当地资源 相 适 应 的 产 业 类 型 和 结 构，改 善 了 当 地 的 人 居 环 境，初 步 建

立了具有特色的生态型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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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生态型新农村，就是发挥特有的生态优势，
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以生态型农业和

生态环境治理为重点，结合新型工业和生态文化，成

为生态优美和生活安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１－３］。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六盘山区是国家集

中连片扶贫开发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

重，人口压力较大，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将

条件艰苦区域整村搬迁到自治区中部干旱风沙区，实
施生态移民工程，在迁入区形成扬黄灌区。干旱风沙

带移民区新农村建设是目前大家都关注 的 问 题［４－５］，
难点问题是如何在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仍不理想、自然

资源缺乏并 且 土 地 贫 瘠 的 新 地 区，利 用 新 理 念 高 起

点、高水平地开展新农村建设。
贺兰山东麓的生态移民点———永 宁 县 闽 宁 镇 园



艺村，利用综合系统管理理念，引导社区农户主动参

与土地退化防治与人居环境的改善，以生态型新农村

建设为特色，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使该

村从昔日的黄沙戈壁演变为今日的新农村建设示范

点，实现了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社区的跨越式发展。
开展生态移民区生态型新农村发展过程的实证分析，
对其他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闽宁 镇 地 处 贺 兰 山 东 麓 的 洪 积 平 原 中 下 部

（１０５°５２′Ｅ—１０６°１８′，３８°１６′—３８°３６′Ｎ），海 拔 高 度

１　１３０～１　１７８ｍ，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荒漠平原气候

带，干旱少雨，植被稀疏，风沙和自然灾害危害严重。
年平均气温８．６℃，年 日 照 时 数２　８９８ｈ，日 照 率 达

６９％，无霜期１５７ｄ。年最大降雨量１８６ｍｍ，蒸 发 量

３　２００ｍｍ，土壤类型主要以淡灰钙质土为主，土壤质地

主要为沙壤土、沙土和沙砾土，有效土层厚度为１５—

８０ｃｍ，土壤保水性差，透水性强，易出现干旱［６－７］。
园艺村位于闽宁镇东南部，北与国营玉泉营农场

相接，南与国营连湖农场的玉泉营分厂相邻，西接包

兰铁路，东临西干渠，是生态移民村之一。有关部门

在移民搬迁前，将原有的荒漠草原进行平整，１９９１年

开始接受第一批移民，之后陆续有移民迁入，１９９５和

１９９８年移民迁入的规模较大。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闽 宁 镇

实行撤村并组，原 双 沟、园 艺、玉 营３个 村 合 并 而 成

园艺村。园艺村２００８年人 口９７６户４　２０３人，分 布

于１１个 村 民 小 组，其 中 回 族 村 民２　４２４人，约 占

６０％，其 余 为 汉 族；高 中 文 化 占８％，初 中 文 化 占

２０％，小学文化程度占７２％。全村 耕 地 面 积４３９．１２
ｈｍ２，耕地保有量７０．５３ｈｍ２，基本农田保护８３ｈｍ２，
农作物种植面积３２２ｈｍ２，其中小麦１５０ｈｍ２，小麦套

种玉米２５５ｈｍ２。园 艺 村 农 民 收 入 来 源 主 要 以 种 植

业和外出务工为主，农民生计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形成

很强的依 赖 性。园 艺 村 农 作 物 种 植 以 小 麦、玉 米 为

主。养殖业尚未形成规模。２００６年园艺村农民人均

收入１　５８０元。园艺村农户经济基础薄弱，村民收入

来源少，土地改良不足与经济收入低下形成了一种恶

性循环趋势，形成生态移民区的可持续农业的难度非

常大。综上所述，园艺村移民灌区的发展过程就是新

绿洲系统构建过程，园艺村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社区自身的发展能力不足危及农

户生计发展的可持续性。

２　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目标与实施内容

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目标，进
行了实地调查，并与社区群众一起对园艺村的农业生

态系统与生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和识别，通
过打分排序，针对排在前１～２位的问题，进行综合分

析，明确了以提高土地生产力、建设生态型新农村为

核心目标，规划、制订了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发展目

标与实施内容（表１），作 为 建 设 新 农 村 行 动 指 南，引

导广大移民共同参与这种新农村建设行动中来。规

划的各项活动之间希望形成一个在规模种养业基础

上互相促进，互相利用的一个循环经济模式。每一个

项目活动不仅仅有利于一个项目目标的实现，同时也

促进了其他项目目标的实现。种植苜蓿促进养殖业

的发展，养殖业的发展为沼气池提供原料，进一步为

种植业提供有机肥。葡萄不仅可以减少灌溉次数，减
少耕作次数，从而减缓灌溉水量紧张的压力，减少沙

尘源，葡萄叶还可以作为动物饲草。占用荒地种植蘑

菇，可以减少土地沙漠化，蘑菇废料可以作为有机肥，
有利于提高耕地肥力。

表１　园艺村生态移民村新农村发展目标与实施内容

项目目标 项目活动 规 模 预期效果 参与户

风沙危害缓解 修建防护林网 １３．３ｈｍ２ 防风固沙 全部

灌溉水不足缓解 整修渠道 ５００ｍ 减少水资源浪费

土壤肥力提高 修建沼气池 ５０个
解决生活燃料，减少秸秆燃烧，
增加饲料，增加有机肥，提高地力

５０户

扩大设施养牛 ８００头
增加收入，增加有机肥，
促进土壤肥力提高

８０户（８０棚，
１０头牛／棚）

农民收入增加 扩大葡萄种植 ６　０ｈｍ２
增加收入，增加饲草，减少灌溉水需求
量，减少土壤次生盐渍化，减少耕作次
数减少风沙，为小动物提供生存环境

１００户

扩大蘑菇种植 ２１５栋 增加收入，提高荒地生产力，减少荒地沙化 ６０户

村民能力提高
农民田间学校 蘑菇、葡萄种植、养牛技术培训与交流学习等

培训村民环境及土地
退化防治意识与技能

环境及土地退化防治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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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目标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以退化土地

综合治理为方向，协 调 农、林、水、扶 贫、发 改、财 政 等

部门参与示范区的综合治理，专 家 开 展 调 研 与 培 训，
并帮助示范区搞好综合治理规划。通过栽植防护林、
菌菇种植、葡萄种植、建 设 沼 气 池、发 展 畜 牧 业、开 展

技术培训、环境能力建设和环 境 教 育 等，探 索 出 在 农

户内部形成一个资源互相利 用、互 相 促 进、共 同 发 展

的循环经济模式。
具体来讲就是将土 地 退 化 防 治 和 农 民 生 活 改 善

两大主题紧密结合，以产业带 动 土 地 退 化 防 治、以 循

环经济发展生态型农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过

分析，关键要抓 好３个 关 键 点：（１）利 用 耕 地 生 产 的

麦草、引入客土和肥料等物质，占 用 荒 地 发 展 蘑 菇 产

业，减少沙化土地的耕作，生产 的 大 量 的 蘑 菇 废 料 可

以作为有机 肥 施 入 农 田，有 利 于 提 高 耕 地 肥 力；（２）
种植苜蓿发展养殖业，养殖业 为 沼 气 提 供 原 料，进 一

步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３）种植葡萄减少灌溉次数

和灌溉水量，减少耕作次数，减少沙尘源，缓解灌水紧

张压力，最主要的是利用葡萄收入丰厚所产生的利润

空间促使农民投入较多的有机肥、客土、劳动量等，改
善土地质量。园艺村通过扩大设施养牛、葡萄种植和

菌菇种植等项目来增加农民收入。

３　移民区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及

成效

３．１　移民区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的实施过程

首先根据当地的特殊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和市场

条件，在外部资金的注入下，选 取 相 对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作为先期发展对象，通过组织 和 技 术 的 扶 持，发 动 部

分农户，引导一定规模的主导 产 业 项 目 建 设，推 动 社

区产业和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调整，通过产业经济效

益的带动，进一步推动土壤改良等退化土地防治的实

践，或通过空间置换方式，实现 更 多 土 地 资 源 的 休 闲

恢复，达到土地退化防治的效果，在此基础上，通过产

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优化，相 关 组 织 机 制 的 完 善，进

行退化土地系统的适应性管理，最终构建起土地退化

长效防治与农村社区持续发展的组织、产业。

３．２　移民区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分析

园艺村以产业带动土地退化防治，并通过发展特

色产业、建设沼气池、发 展 畜 牧 业、开 展 技 术 培 训 等，
形成资源互相利用、互相促进、共 同 发 展 的 循 环 经 济

模式，构建了与当地资源相适 应 的 产 业 类 型 和 结 构，
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型社

会主义新农村。

３．２．１　风沙危害明显缓解　园艺村位于贺兰山风口

地带，气候干旱，土壤砂石层较厚，土层浅，土质不好，
每年沙尘暴发生次数多，春秋两季多风沙。由于该村

防护林网不完善，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障。当地本身的

沙质土地地表干燥，容易发生风蚀问题，也成为风沙的

沙源。风沙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林作物的生长，不

仅导致农户经济收入降低，而且造成土地的严重退化。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在村干道两侧植树１　６５０株，栽

植新疆杨、刺槐生态林１０ｈｍ２。栽植葡萄、枸杞等经

济林３０ｈｍ２，并 对 菌 草 循 环 经 济 科 技 生 态 示 范 园 区

进行了绿化，在园区造林１．３３ｈｍ２，植树８４　０００株，
建立了部分农田防护林和生 态 屏 障。通 过 防 护 林 网

的修建，增 加 植 被 覆 盖 度，减 少 沙 尘 源，形 成 防 风 风

障，有利于减少风沙对作物的 危 害，减 少 风 沙 对 渠 道

的沙埋。目前，园艺村 生 态 环 境 明 显 改 善，风 沙 发 生

的次数明显减少，对生活和生 产 的 影 响 也 明 显 减 轻，
防风固沙效果有目共睹。

３．２．２　特色产业的发展支撑了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　园 艺 村 早 期 种 植 结 构 单 一，养 殖 业 没 有 形 成 规

模。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全村养殖牛９６０头，羊４　７４６只，
猪１　２４２头。每户 约 有１～２头 牛、羊、猪 等 大 牲 畜，
每户平均养羊数约在５只。通过扩大设施养牛、葡萄

种植和菌菇种植等项目就能提高土壤肥力、遏制土地

退化，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土壤肥力的提高主要体现

在菌草产业和葡萄产业发展所带动的 土 壤 改 良 活 动

及其条件能力建设上，菌草废 料 作 为 有 机 肥 还 田，提

高土壤肥力，酿酒葡萄栽培期间换土肥田。尤其种植

葡萄对提高土壤肥力效果明显，园艺村农户对此有切

身感受。种植葡萄比种植农作 物 需 要 较 少 的 灌 溉 用

水，节约水资源，节约农民灌溉成本，也有利于减少土

壤的“三跑”现象，减少土壤肥力损失，降 低 土 壤 次 生

盐渍化程度。各个特色产业在 生 态 农 业 理 论 的 指 导

下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撑了生态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

３．２．３　农村能源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式　园艺村移

民村开始建设阶段，广大居民仍保持在宁南山区的生

活方式，做饭、烧 炕、取 暖 均 依 靠 焚 烧 秸 秆。２００６年

政府大力推广沼气池建设，替代了传统的燃烧秸秆利

用能源方式，让节约出来的秸秆投入到菌草产业中使

其增值，不但增加了收入，也通 过 菌 菇 废 料 改 良 了 土

壤。２００６年建成 沼 气 池２３６座，２００７年 新 建 沼 气 池

１４座，２００８年建成沼气池４座，完成项目预期规划修

建沼气池５０个。２００８年底全村落实沼气能源“一池

三改”３６户，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果。由于沼气池建

设时间较短以及建设规模限制，沼气对秸秆资源的生

活能源替代价值尚未充分体现，饲料资源增加也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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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修建沼气池对土壤肥力提高的价值有待提高。

３．２．４　通过村民教育与培训，提高了村民环境监测
能力和专业技能

（１）开展社区培训和环境教育，提高环保意识和

综合素质。村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爱护水利

设施，提高节水意识。同 时 开 展 防 沙 治 沙 法、水 土 保

持法、环境保护法、土地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提高村民

保护、利用生态环境 的 意 识 和 能 力。在 小 学 生 当 中，
通过学生 作 文 和 图 画 等 形 式 加 强 孩 子 的 环 保 意 识。
社区培训和环境教育从无到有，村民的环保意识得到

了加强，综合素质明显提升，为 新 农 村 建 设 迈 上 快 车

道提供了保证和智力支持。
（２）对社区 群 众 进 行 培 训，提 高 环 境 监 测 能 力。

邀请专业技术人员，面向村民 做 环 境 问 题 报 告，促 使

他们能自觉地运用综合管理理念，并进而提高他们对

生态环境的认识和参与式监测与评价的能力。
（３）加强菌草技术现场培训，葡萄栽培与管理技

术培训。县林业局聘请福建农 林 大 学 的 菌 草 栽 培 专

家每天在园艺村进行现场指 导、培 训，手 把 手 的 给 菇

农传授技术，通过培训，提高村民种植葡萄、蘑菇及养

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以增加村民种养业的经济

效益。

３．２．５　社区条件明显改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效　
园艺村自移民分批定居后，没有进行统一规划，只有凌

乱不堪的农村街道。自多元化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后，
引来了一大批外来务工人员，使农村街道集市建设得

到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联系 外 界、规 模 适 当 的 综 合

性市场，餐饮、家电和机械维修、钟表照相、建材批发、
医疗卫生服务、农产 品 加 工、农 资 产 品 供 销、电 信、邮

政、运输服务业等都得到发展，市场空前繁荣。
村委会按照新农村建设标准，将街道拓宽并硬化

处理，动员２　４８６人开展整治工作，各组到村道、巷道

都包干到人，共整治巷道１２条３ｋｍ，投资２　０００万元

建成垃圾池６座。为了建立长效机制，村上成立了环

境卫生整治小组，各组设立保 洁 员１名，形 成 了 环 境

卫生管理制度，经常性地开展 环 境 卫 生 整 治，从 根 本

上改善了街道和各组环境卫生条件，使村容村貌发生

了明显改变。
在村容村貌建设的同时，村委会也加强了精神文

明建设。村委会以乡风文明为 目 标，认 真 贯 彻《公 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村组群众大会为主体，每年大

力宣传２０字基本道德规范１０余场次，创建农村宣传

文化中心１户，建立文化大院１所，配套图书６　０００余

册。医疗卫生条件也有了改善，目前建成村级卫生院

３所，对本村的医疗和保健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４　结 论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强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综合

手段的应用，进行适宜性管理实践活动。园艺村在综

合生态系统管理新理念的指导下，以提高农民收入为

目标，以退化土地综合治理为 方 向，为 防 治 土 地 退 化

和提高社区自身经济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在积

极引导广 大 农 户 自 觉 参 与 到 水、土 地 等 自 然 资 源 管

理、防治土地退化和改善自身 生 计 的 活 动 中，调 整 产

业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节能循环产业，实现农

民增收，改善生 产 和 居 住 环 境［８］，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经 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而 且，实 行 了 自 我 管 理，作 风 民 主，
符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标准。
移民区在 开 发 前 多 是 荒 原 沙 地，由 于 开 发 时 间

短，自然条件依然十 分 严 酷，植 被 稀 疏，风 沙 频 发，农

业基础建设包括水利设施、机械设备、灌溉设施、交通

设施等都严重短缺，农 业 整 体 基 础 薄 弱。现 今，当 地

居民运用 综 合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理 念，使 这 里 荒 漠 变 绿

洲，创建了一种独特的新农村建设模式———风沙区生

态型新农村，对带动周边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和生态移

民村规划有良 好 的 示 范 效 果［９］，为 生 态 移 民 工 程、西

部新农村建设之路和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 人 居 环 境 提

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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