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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山区生态产业的现状、问题及高质量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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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宁南山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探索解决有关问

题的对策,为该地区未来生态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并支撑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并多次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政府管理部

门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和讨论,走访了一些企业员工及农民,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

系统地总结了宁南山区生态产业的现状,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探讨了相应的

发展对策。[结果]近年来,宁南山区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已经

形成了旱地粮食作物生产、草畜业、特色经济林果、冷凉蔬菜及中草药5大主要生态

产业。该区生态产业特色明显,主导产业初具规模且发展态势良好;草畜业、冷凉

蔬菜经济效益较好,对提高农民收入和区域脱贫贡献较大,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因而发展潜力较大。然而,

该区在部分领域还存在生态建设和生态产业发展脱节,生态产业布局和资源匹配不尽合理,产业发展的关

键技术未能突破,科技支撑能力薄弱,产业人才缺乏等问题。[结论]未来该区域应加强产业布局优化和空

间规划工作,协调有关政策法规;破解生态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限制因素,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发展新型生

态产业,注重探索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破解人才困局,解决发展的人才限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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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developingstatusandissuesofecologicalindustryinmountainousareasofSouthern
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wereanalyzed,andthedevelopingstrategieswereproposedinorderto
providereferencesfordevelopmentofecologicalindustry,andtosupportregionalecologicalprotectionand
high-qualitydevelopment.[Methods]Throughthesurveysgiventolocalfamersandcorporateemployees,

discussionswithmanyexpertsandgovernmentadministrativeofficers,aswellasaccesstorelevantliteratures,

thestatusofecologicalindustrywassummarized,existingissueswereanalyzed,anddevelopingstrategies



werealsodiscussed.[Results]Inrecentyears,withthedevelopmentofecologicalrestoration,fivemajor
ecologicalindustrieshavebeenestablished,includingdrylandgrainproduction,livestock,fruit,vegetables,

andChineseherbalmedicine.Theseecologicalindustrieshaveshownstronglocalcharacteristicsandatrend
forrapiddevelopment.Livestockandvegetableproductionshowedhighereconomicbenefitsandhavethe
potentialforgreatlyimprovingfarmers’income.Thesetwosectorshavegoodprospectsandopportunitiesfor
futuredevelopmentandpromotion.However,therearestillsomeissuesneedtobesolved,suchasimproving
coordinationbetweenecologicalrestorationandtheecologicalindustry,reducingmismatchesbetweenecological
resourcesandthelayoutsofecologicalindustries,failuresinimplementingkeytechnologies,andinsufficient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support.[Conclusion]Inthefuture,thisregionshouldstrengthentheintegrated
designofecologicalrestorationandecologicalindustry,developnewecologicalindustries,exploretheutilization
ofecologicalresources,strengthenresearchonkeytechnologies,andstrengthensupportforscientificresearches
anddevelopmentofatechnicallycapableworkforce.
Keywords:Southern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drylandfarming;ecologicalindustry;industrialiayout;

resourcematches;high-qualitydevelopment

  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协调”理念强调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在经济发展方面也从追求数量的增长到

重视质量的提升。环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载

体,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1]。黄土高原等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经过近几十

年的生态建设,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逆转,但
生态环境脆弱性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2]。生态脆

弱区多经济基础薄弱,其经济处于较不发达阶段,发
展经济刻不容缓[3]。为防止大规模开发和不合理利

用导致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再次破坏,生态保护仍是

首要任务。开发规模、强度及经济发展均应受到一定

程度的限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经济高质量发

展已成为当前西部地区生态脆弱和人民贫困地区生

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4]。因此,生态脆弱区面临着

既要保护绿水青山又要创造金山银山的双重任务,生
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利用生态

建设成果发展产业,坚持生态优先,培育特色生态产

业,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是生态脆弱区生态

保护和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5]。
生态产业一般指将生态工程的各项指标运用于

生产经济物品和进行经济服务的各个行业中,使之达

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其包括生态农业、
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三个方面。本文所指的生态

产业主要指大农业领域的相关产业。
当前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时期。本研究在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咨询项目的支

持下,于2020年5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走访了宁

南山区的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和彭阳县的100多位

农民或有关企业员工,调查了他们对当地环境变化的

体验、主要收入来源及其经营的主要产业种类和效益

情况。同时组织了由120多位地方有关领导或专家

参与的调查访问、决策咨询和座谈研讨工作。系统地

分析了宁南山区生态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
探讨了其高质量发展的有关对策,旨在为该区新时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也为生

态脆弱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宁南山区(包括固原市全境和海原县),总面积

1.98×104km2,占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的30%,总
人口165.65万,占宁夏地区总人口的23.8%。该区

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

恶劣[6]。固原市西吉县、原州区和中卫市海原县地

区,旧称“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判定为不

适合人类居住区域,有“苦瘠甲天下”之说[7]。该区位

于国家重要生态屏障区,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

立区”战略重地,是国家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土保持

及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8]。2019年党和国

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

略。2020年6月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时要求宁夏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宁南山区作为宁夏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未来将进一

步重视生态保护工作;同时,宁南山区经济相对落后,
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是进一步提高生态建设

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

护、“三北”防护林建设、精准造林等重大生态工程的相

继实施,使宁南山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土壤

保持、固碳、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功能有了较大提升。
侵蚀模数由“八五”计划末期的10000t/(km2·a),
减少到了当前的1000t/(km2·a)左右。植被覆盖

率由12% (2000年)提高到当前的40%左右。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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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6—9月)植被盖度由2002年37.6%增长至当前

的60%以上。宁南山区拥有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
且光照充足,气候冷凉,环境洁净,为特色生态产业

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自然条件[9]。生态建设的不断推

进,为宁南山区创造了丰富的林草生态资源。这些资

源为发展区域特色、绿色优势的生态产业提供了资源

保障[10]。

2 宁南山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宁南山区在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时

生态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该区农业生产总值由

2002年的18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162亿元,增加了

9倍[11]。初步形成了旱地粮食作物、草畜业、特色经

济林果、冷凉蔬菜和中草药5大生态农业产业。产业

特色明显,主导产业初具规模,发展态势良好。

2.1 旱地粮食作物产业现状

20世纪90年代宁南山区人均粮食占有量250kg,
是典型的缺粮地区。因此提高粮食产量,保障区域粮

食安全,始终是该区发展的重点。近20a来,宁南山

区旱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最高

的3.80×105hm2(退耕还林前)下降到2019年的

2.74×105hm2。退 耕 还 林 前 粮 食 总 产 量 维 持 在

3.00×105~4.00×105t。退耕还林后粮食总产迅速

增加,2002年达到7.33×105t,2015年总产达到

1.03×106t。2019年宁南山区的粮食总产量进一步

增加到1.10×106t。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从20世纪

90年代的250kg,到2005年人均400kg,首次达到

的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该区粮食人均产量达到

576kg,首次超过全国和自治区的平均水平;2019年

宁南山区人均粮食占有量进一步提高到660kg[11]。
宁南山区粮食总产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其单产的大

幅提高。该区粮食单产从2001年的1405kg/hm2 增

加到2019年的3190kg/hm2,增长了56%。单产的

提高主要是由于以下3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①大

幅减少了小麦的播种面积;②增加了玉米等夏粮作

物的种植面积;③优化了种植结构。例如,小麦播种

面积由2001年的1.44×105hm2 降为2019年的

4.00×104hm2,而玉米的播种面积由2001年的2.00
×104hm2 增加至2019年的8.30×104hm2。化肥用

量从退耕还林前的5.00×104t增加到2018年的

2.00×105t以上,为作物提供了更充足的养分,促进

了产量的提高[11];秋季覆膜、早春顶凌覆膜、全膜双

垄沟播、全膜覆土穴播、膜下滴灌等高产新技术的应

用改善了农田的水热条件,降低了干旱缺水对粮食产

量的影响[12-15]。同时,该区域的旱地特色作物生产也

具有较高经济效益。近年来,宁南山区特色小杂粮产

业发展迅速,经济效益良好。加工马铃薯—淀粉产业

也已经形成产业链,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2 草畜业产业发展现状

宁南山区属于农牧交错带,历史上是传统的畜牧

业区。多数回族民众具有从事养殖业的习惯和传统。
近年来自治区政府依托南部山区生态资源,发挥优质

牧草资源优势,打造了环六盘山肉牛优势产业带[16]。
截至2020年,宁南山区肉牛年总养殖量98.5万头,
占全自治区的40%,其中出栏肉牛32万头,占全区

的44%;肉羊养殖246万头,畜牧业总产值达到50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8%。草畜业区畜牧业提供

农民纯收入达2000元,“固原黄牛”获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认证,产品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17]。
宁南山区草畜业在规模快速提升的同时,养殖技术水

平也大幅提高。当前该区的养殖业由散养向规模化

养殖快速发展。截至2020年底,固原市建成500头

以上规模化肉牛养殖场15个,培育千头以上养殖示

范村180个,万头以上养殖示范乡镇32个;全面实施

了人工授精技术繁育模式,黄牛冷配改良实现全覆

盖,良种化率达到90%以上(数据由固原市农业农村

局提供)。肉牛的出栏率由2000年的13%提高到

当前的40%;肉羊出栏率由2000年前后的25%提高

到当前的50%左右[18],养殖水平提升迅速。“种养

结合,草畜配套,绿色循环”模式发展迅速。2020年

固原市种植各类饲草面积1.93×105hm2,其中优

质高产紫花苜蓿面积3.67×104hm2,种植饲料玉米

1.17×105hm2,年种植一年生禾本科牧草4.00×
104hm2,有力地保障了饲草资源(数据由固原市草原

站提供)。“青储玉米—肉牛养殖—有机肥还田”已经

成为大型养殖户的重要模式。
2.3 特色经济林果产业现状

宁南山区的经济林果最大面积为山杏,约有6.67
×104hm2,主要分布在彭阳县和原州区。山杏在发

展初期主要是做生态林,兼作经济用林,收获杏仁。
近年来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山杏经济效益下降,主
要发挥生态功能。枸杞、鲜食红梅杏、早酥梨有一定

的种植面积,其中红梅杏种植面积1.33×104hm2,枸
杞种植面积1733.3hm2,早酥梨种植面积466.7hm2。
鲜食红梅杏年总产量达6.50×106kg,年总产值超过

1亿元。此外,油用牡丹等木本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733.3hm2,其他的如苹果、枣、葡萄、桃、山楂、李、桑、
樱桃、文冠果、榛子、花椒等均为零星种植[19]。总体

上宁南山区特色经济林果树种植规模小,而作为近年

来重点发展的鲜食红梅杏,因风味独特大受市场欢

迎。彭阳县的红梅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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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受冻害和大风天气影响严重,其产量不稳

定。此外,以鲜食红梅杏为主导的杏产业,受限于杏

的保鲜期短,冻害等影响,产业发展乏力[20-21]。

2.4 冷凉蔬菜产业现状

宁南山区蔬菜种植面积2000年后稳步增长。近

年来宁南山区蔬菜种植总面积稳定在3.60×104~
4.50×104hm2,产量在2.00×106~2.40×106t[11]。
蔬菜种植区主要分布在原州区、西吉县和彭阳县,泾
源县和隆德县也有少量分布。主要种植品种为西芹、
辣椒、萝卜、白菜、西红柿、西蓝花等。大宗蔬菜种植

方式主要以露天栽培为主。初步形成了原州区以西

芹、甘蓝种植,彭阳县辣椒种植,西吉县以西芹、胡萝

卜种植,隆德县大白菜、甘蓝种植为主的集中种植区。
基于地理优势,宁南山区冷凉蔬菜口感良好,品质优

秀。经多年培育,部分品种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河

川乡大片(约667.67hm2)供港蔬菜发展良好,是宁

夏第一个得到欧盟认证的农产品;品质优良的彭阳辣

椒已通过全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地理标志登记认

定,成为全国辣椒重要产区之一;“西吉芹菜”正在积

极地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宁南山区冷凉蔬菜经济

效益较好,露地蔬菜平均产值为10.2万元/hm2,
人均纯收入约3200元;设施蔬菜如拱棚、日光温室

等单位面积纯收入约12万元/hm2,冷凉蔬菜已经

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在当地的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22]。

2.5 中药材产业现状

宁南的六盘山区气候多样,生态适宜,分布着西

北、华北和青藏高原三个区系药用植物90科,618种。
种质资源丰富,种群分布集中[23]。六盘山半阴湿冷

凉药材区是全国著名的道地药材产区,已形成六盘山

南麓泾源县、东麓彭阳县、西麓隆德县、北麓的原州区

几大各具特色的产区。该区所产的黄芪、秦艽、柴胡、
黄芩、板蓝根等道地中药材质量较高。自2000年宁

夏被科技部列为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种植基地

以来,宁夏中药材种植得到了较快发展[24]。以六盘

山区为主的宁南山区中药材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

1.50×104hm2,形成了较大产业规模[11]。目前,该区

中药材产业链基本形成,但受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影

响,其种植面积和产量波动较大。近年来该区中药材

种植面积波动变小,有趋于稳定的趋势。

2.6 其他产业发展现状

除了上述5大主导产业外,宁南山区的苗木花卉

产业也有了一定规模。苗木花卉产业主要集中在隆

德县。该县生产的云杉、油松、樟子松、山桃、山杏、落

叶松等抗寒抗旱,耐瘠薄等绿化苗木有一定的市场,
但主要以区内销售为主;花卉品种主要以郁金香、百
合、剑 兰 为 主,总 体 规 模 还 较 小,年 种 植 面 积 约

2300hm2[25]。此外,六盘山区的高海拔冷凉气候为

中低温食用菌生产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夏

季的低温环境具有独特利用价值。东南沿海及中部

地区因夏季高温不能生产中、低温菇类,而宁南山区

则是“反季节”菌菇生产的适宜地区。近年来,食用菌

作为一种新型生态产业,在宁南山区也开始得到了发

展。当前该区双孢菇已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年

产量3000t左右。香菇、羊肚菌培育产业逐渐兴起,
但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规模较小。

3 宁南山区生态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生态建设和生态产业未能实现协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植被恢复为核心的水

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主要采取的是退耕还林

还草、封山育林禁牧等措施,在顶层设计上忽略了与

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导致生态改善与农民致富并未形

成良性循环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早期的生态建设受

制于历史条件和发展水平,着重于遏制和恢复严重退

化的生态环境[26]。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草、淤地坝建

设等水土保持措施为主的生态建设,较少考虑后续利

用及如何支撑后续产业布局和发展。近年来,在国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产业布局和选择也未

能充分考虑区域特色生态资源及生态恢复的产品如

何转化成生态产业和经济效益的问题。草畜业作为

宁南山区发展的重要主导产业,但在设计退耕还林

草、天然草地恢复、人工草地建设时对如何有效支撑

区域产业发展却没有系统地考虑。对于草畜业的发

展如何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也缺乏考虑。在空间布局

上,生态建设规划时未能充分考虑生态产业的空间需

求和衔接,以及生态空间和生态产业的优化组合与协

调统一问题。宁南山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产
业发展同样需要土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划定的生态

红线区域,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和生态产业空间规划的

协同性不够一致,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缺少发展空间、
建设空间、产业破碎化及空间利用效率低等问题。这

些问题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困难。

3.2 允许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不足,生态产业规划和

生态资源未能完全匹配

当前宁南山区的生态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但是部分生态产业规划布局和资源禀赋,资源

可利用量等并未能完全匹配,导致部分产业效益低

下,发展速度缓慢。随着产业升级和国际粮食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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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耕地管理政策调整,基本农田主粮化已经和原有

的生态产业多元化、规模化布局出现冲突。这些冲突

一方面体现在生态、生产、生活用地矛盾突出,同时在

产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林果、草畜业、中药材等

结构性矛盾存在。例如,按照固原市畜牧业发展规

划,未来将肉牛发展到126万头,肉羊200万只,需要

2.00×105hm2 饲料。而当前允许种植饲草的土地只

有6.67×104hm2。在天然草地利用受限时人工饲草

的缺口达1.33×105hm2。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当前饲

料供应不足,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都受到

显著影响。有关部门在宁南山区规划了大量经济林

果,但因经济林果产业和当地局部小气候资源不能有

效匹配,导致冷冻风等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产业

的发展和经济效益。

3.3 生态保护、生态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政策矛盾

逐渐突出

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政策法规上自然保护和

生态红线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作用愈加明显,导致产业

发展的空间明显不足,布局不合理。例如,封山禁牧

等政策,导致对恢复较好的草地难以合理地利用。这

一方面浪费资源,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

利于植被的可持续更新。对生态林和经济林的划分

导致部分低效的水保生态林既不能有效发挥生态效

益,也不能直接转化用途。将这些低效林更新后建设

为经济林会更好地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早

期退耕还林草未完全做到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宜农则农。当放到区域上整体考虑时,这种不

合理问题更加突出。现有的政策则导致难以进行调

整优化。部分不合理的生态红线和生态保护区划分

进一步加剧了产业布局和调整的难度。

3.4 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未被完全和有效突破

虽然宁南山区主要生态产业初具规模,但是部分

产业关键技术有待突破。在旱地粮食作物生产中的

农艺农机配套不足,适合山地梯田等小面积地块的农

机缺乏,对后续产业发展影响显著;草畜业中草畜不

平衡问题突出,适合高产人工草地建植的牧草品种缺

乏。对恢复较好的天然草地的利用技术和政策均缺

乏,同时畜牧业污染问题有待解决。特色经济林果产

业缺少适宜的优生经济林果品种,晚霜冻灾害严重,
防灾减灾技术缺乏。蔬菜地土壤连作障碍消除技术

缺乏,标准化生产技术和配套的农机缺乏。另外,生
态恢复生物质利用技术也缺乏。例如,大面积恢复的

草地如何合理利用,人工生态林产生的生物质资源利

用等关键技术缺乏。这些关键技术将制约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导入。

3.5 科技支撑能力薄弱,产业人才缺乏和劳动力素

质低

宁夏因地处中国西部区域,科技力量薄弱,导致

其产业的科技支撑薄弱,产业发展的关键限制性技术

长期未能有效突破。同时,由于对新产业缺乏研究,
科技支撑不足已经成为限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近年来,通过设立产业研究院、东西部合作科研

项目,闽宁科技合作项目等方式吸引一批专家来宁夏

开展工作,对解决产业发展技术问题,促进产业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整体上看其作用有限。一方

面,农业生态领域地域性强,通过项目引入工作的部

分专家并未在宁夏开展过相关工作。研究基础薄弱

带来的技术面临适应性差,在实际中难以使用等问

题。同时,项目专家长期的科研基地并非在宁夏,导
致难以针对宁夏需求开展长期深入的研究工作。受

项目周期影响,多数专家随项目研究开始而来,项目

结束即走。近几年成立的产业研究院将资金、人员的

重点放在了先期的“搭架子”上面,到了后期真正要做

长期技术研发和推广时,缺少稳定的资金支持和科技

人员,导致难以真正解决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
缺乏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人才,导致经营

主体难以做大做强。未来劳动力短缺明显,劳动者素

质低。近年来宁南山区年均输出劳动力60万人次左

右,使得农村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多由老人、妇女、
儿童等留守人员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高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人员比例依然不足7%。劳动力的数量

不足和质量低已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

4 宁南山区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及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协同发展,优化生态和产业

空间布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被纳入国家

战略,但是目前针对宁南山区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脆

弱,经济落后,少数民族聚集的西部区域,如何在实现

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没有一个可复制

的典型和清晰的途径,需要加强系统研究。应综合考

虑资源、人口、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加强顶层设计。
政府应组织发改、工信、生态、自然资源、水利、农村农

业等部门研究编制宁南山区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目

标。应切实运用系统观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应从整体上统筹优化宁南山区生态保护和产

业发展空间布局,进行整体优化调整。同时应多方协

同合作制定调整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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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流域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进一步优化

产业规模和布局

生态产业资源是否达到优化配置,首先体现在生

态产业生产系统之中。一个健康良性的生产系统应

该具有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特征。因此,
应以县域或者小流域为单元,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条

件、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目标,针对典型生态经济小

流域建设开展规划和布局研究,优化生态、产业和生

活(以下简称为“三生”)空间,尤其是应适当调整生态

和产业空间。同时应根据资源条件适当调整产业规

模和布局。宁南山区当前在稳定主粮播种面积的基

础上,应考虑适当调减草畜存栏量,提高出栏率,走高

质量发展道路。针对当前特色经济林果生产不稳定,
经济效益低的情况,应适当缩减规模,淘汰海拔较高,
水热条件较差的果园,并向水热条件较好的原州、彭
阳等河川地聚拢,集中开展科技攻关,解决晚霜冻灾

害问题;应稳定发展冷凉蔬菜,稳定露天蔬菜种植面

积,适当增加大棚菜面积。同时应稳定当前中草药种

植面积,并使其向隆德县等地阴湿区集中,减少品种

数量,集中发展优势特色品种。

4.3 破解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限制技术,提高产业

发展水平

针对主导产业发展的关键限制性技术,组织研发

队伍,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应着重发展粮草轮作和淤

地坝的高产禾草种植技术,提高种养结合度。探索天

然草地机械收割利用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解决

饲草缺乏和与粮争地,及草地的持续更新问题。建立

长期的研究基地,稳定支持相关研究团队,开展经济

林果等引种育种工作,解决特色经济林果适宜品种缺

乏问题;组织科研团队和项目,开展晚霜冻的预警和

防治技术研究及综合示范,缓解晚霜冻对经济林果产

业的危害。同时发展以废弃农林资源和生态恢复生

物质资源利用为核心的新型产业,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4.4 拓宽生态产业,探索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

绿色生态循环农业

针对退耕还林等水土保持和生态工程的产品,发
展食用菌等衔接性生态产业,提高对恢复的生态资源

和农林废弃物的利用效率。探索承包制等天然草地

用养权试点,推动天然草地的合理利用,发挥天然草

地经济效益,减轻防火压力,促进天然草地更新和生

态恢复。把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作为突破口,整合资

金,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例如,
适度规模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可提高种植业的经

济效益,解决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引入食用菌产业,可有效实现对生态林平茬间

伐等废弃枝条的资源化利用,形成生态林—食用菌—
菌肥等循环产业链。

4.5 破解人才困局,解决区域发展中的人才限制问题

针对宁夏科技需求,吸引和稳定中东部的科研团

队,开展长期稳定的科研和技术服务,协助培养当地

人才是发挥外部科技力量对研究区产业发展有效支

撑的关键,也是快速解决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限制的有

效途径。在东西部合作等科研项目设计上延长项目

期限,例如由2~3a延长至5~8a以上。同时应引

入揭榜挂帅机制。优先选择在宁夏设立长期科研基

地并开展相关研究团队,重点支撑这些团队和基地在

宁夏开展长期稳定的科研和技术推广,打开这些团队

申请宁夏项目通道,避免在团队选择上重研究水平,
轻研究基础和长远考虑的问题。充分发挥已建产业

研究院功能,吸引技术研发人员,稳定支持技术研发

费用,并将其成果纳入产业研究院重点建设目标。引

导本地青年人才回乡创业,加强对回乡创业人员的支

持和培训。以产业发展促进劳动力回流,解决劳动力

短缺问题。

5 结 论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退耕还林草政策

以来,宁南山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土壤侵蚀

得到了有效控制,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近年来该区

围绕自然禀赋发展了旱作粮食、草畜业、冷凉蔬菜、
特色经济林果、中草业等5大产业。但是该区受自然

特点制约,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的问题从根本上依然

存在,生态建设和保护依然是该区发展的首要问题。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
如何破解该地区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和区域高质量发现的

关键。
生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产业提供了物质

基础,发展生态产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

面。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乡村产业的发展,而产业兴

旺则源于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现有产业结构的有序

调整。因此,调整、优化、提升、丰富当前的生态产业

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宁南山区大

规模生态建设始于1999年,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

①生态建设主导阶段(1999—2010年):这一阶段以

扭转恶化的生态环境为核心,重点控制水土流失,开
展植被恢复;②生态产业建设逐渐发展阶段(2011—

2020年):在继续加强生态建设的同时,充分、合理、
有效利用生态建设的成果,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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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开始的脱贫攻坚工作,发展以生态产业为主

导的产业体系是宁南山区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之一。
当前宁南山区5大主导生态产业都初具规模,且都立

足自然禀赋,发挥了区域优势。但是,各大产业经济

效益和未来发展空间不同。旱地粮食作物产业受耕

地资源限制和稳定主粮播种面积的要求,未来发展和

调整空间受限;草地畜牧业、冷凉蔬菜经济效益较好,
未来发展空间较大;中草药则需要稳定面积,优化品

种结构;特色经济林果在品种和防霜冻技术未出现重

大突破前需要适当调减,谨慎发展;废弃农林资源、生
态恢复产品的利用等新兴产业未来可重点发展。

要实现宁南山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的协同发

展,还需进一步加强对该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

的系统规划,不断优化“三生”空间布局,调整产业布

局和规模,使得产业种类适应当地资源禀赋;协调水

土保持、退耕还林、草地封禁、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

划定等工作;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使政

策具有连续性和协调性;加强科技和人才支撑,解决

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问题。
脆弱生态区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产业协同发展是

一个需要长期不断调整的运行过程,且受不同自然生

态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这些因素多

数难以复制。因此,强烈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对区域协

同发展模式研究等相关课题给予大力支持。

致谢:本研究在实际调研和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

了宁夏科技厅、宁夏水利厅水文水资源研究中心、宁

夏水利厅水保处、宁夏农业综合开发中心、宁夏农林

科学院、固原市政府、固原市发改委及相关市局、固原

市部分乡镇政府、企业等单位的大量专家、主管部门

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及当地农民的大力支持;同时中

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的部分专家也提出

了宝贵的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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