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egetables 2011．3 文 献 综 述  

西吉县设施农业发展现状与评析 
杨泉润，马 成，闫菊红，马培娟 
(宁夏西吉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756200) 

摘要：全面总结分析了西吉县设施农业发展现 

状、主要做法及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 

今后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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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 (Facilities agriculture)属于高投入高 

产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现代农业，是调 

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构建多元化收人来源体系、繁 

荣城乡经济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必由之路。西吉县的设施农业通过几年的建设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笔者系统地分析了西吉县设施 

农业发展建设情况，并就设施农业建设的主要做法 

与取得的经验、存在的突出问题及今后发展的建议 

进行了归纳总结和认真思考，请参考。 

1 发展背景 

1．1 自然资源丰富 

西吉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六盘山西麓，总面 

积 3 143．85 hm ，耕地面积 l5．3万hm ，属于典型 

的干旱和半干旱农业区，也是典型的农业大县，这 

里有霜期长，无霜期短 ，十年九旱，致使农村贫 

困人 口较多。境内有葫芦河川道区、西部黄土丘 

陵区、东部土石山区三大农业生态区。海拔高度 

1 688～2 633 m，年平均降水 350～400 mm左右， 

年平均气温 5-3℃，平均无霜期 130 d，光照资源 

丰富，平均 日照总时数2 32213 h，日照率 53％。土 

地资源丰富，土壤以浅黑垆土为主，土层深厚，土 

壤的基本特征是有机质含量低，氮磷不足，钾元素 

含量较丰富，耕地土层深厚疏松。总的自然特点是 

“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环境污染少”， 

有利于设施农业的发展建设。 

1．2 政策优势 

根据自治区第 l0次党代会和第 3次固原工作会 

议精神，县委、县政府在分析研究西吉县农业产业结 

构的基础上，根据功能定位、地理位置、土地面积等 

实际情况，对如何快速推进西吉县设施农业的发展 

建设，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重大民生问题， 

多次组织考察团，到外地考察学习。通过深入的调查 

研究与思考，提出了适合本县设施农业发展的新思 

路，并制定了 西吉县2007—2010年设施农业发展 

建设规划》，并明确提出了以高效节能日光温室和塑 

料拱棚为主的设施农业，力争通过3～4年的时间，打 

造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2007 

年，西吉县设施农业的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 

2 发展现状 

西吉县的设施农业在建设上，紧紧围绕 “建基 

地一搞示范一抓带动一增效益一扩规模一促发展” 

的建设思路，按照 “政府推动、科技示范、市场引 

导、群众 自愿”的原则，加快了设施农业的发展，建 

设规模不断扩大，农民经济收入持续增加。但从总 

体上看，西吉县设施农业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分 

散到集中、粗放到集约、低水平种植到高科技发展 

的过程，设施农业已由最初的试验示范阶段进入到 

应用推广阶段，并呈现出由最初的单一种植发展到 

多样化种植，由分散种植发展到集中连片种植，基 

本形成了“区域化布局、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生产” 

的设施农业生产格局。 

截止2010年底，全县设施农业总面积达4 000 hmz， 

完成规划任务的100％。主要布局于葫芦河川道区和 

东部土石山区8乡镇。其中高效节能日光温室建设 

面积 333 hm。，设施拱棚建设面积 3 667 hm0。同时 

打造了吉强万崖、兴平友爱、硝河隆堡、偏城车路、 

马莲日光温室示范园区5处，打造了吉强大滩、吉 

强河山、硝河隆堡、将台西平、马莲上磨、兴隆王 

堡等拱棚示范点 10处。园区日光温室蔬菜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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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m 产值达到 1．5万～2．0万元，塑料大棚平均 

667 m 产值达到0．5万～1．0万元。 

3 主要做法 

几年来，西吉县围绕自治区及固原市委、市政 

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始终坚持把设施农业建设作 

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 

重思路创新，狠抓重点推进，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实行 “～把手”工程和一票否决制度；通过项目的 

资金整合，加大了设施农业建设的扶持力度；各农 

业部门全力以赴加强宣传发动、技术指导和科技培 

训，努力克服土地调整难、资金短缺等多种不利因 

素带来的影响，实现了设施农业建设的新突破。 

3．1 领导重视，措施得力 

设施农业作为西吉县发展特色农业的首选项目， 

得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进 
一 步明确了发展设施农业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 

原则，确定了设施农业发展布局和建设重点，强化了 

组织领导，实施 “一把手”工程，实行专项推进，主 

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加强各方面力量， 

强化各项措施，出实招举全力抓好设施农业建设工 

作。坚持重点督查，加大考核力度。对完成任务好的 

乡镇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实行奖励，对按要求完不 

成任务的乡镇给予一票否决。并成立设施农业建设 

领导小组，健全机构，配强人员，形成合力，确保了 

设施农业建设顺利进行。 

3．2 强化引导，提高认识 

为引导和调动广大群众自觉发展设施农业的积 

极性，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如为大力发 

展设施农业，县上多次组织相关领导及技术人员多 

次到山东寿光市、陕西杨凌进行考察学习；组织群 

众到县内外参观学习，提高了群众对设施农业的再 

认识。这些举措使政府在土地调整、自筹资金等方 

面的阻力明显减小，棚室建设的速度和质量都有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为设施农业大规模地发展奠 

定了群众基础。通过参观考察学习，进一步提高了 

农民对发展设施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信心和 

决心 。 

3．3 落实资金，加大扶持 

为保障设施农业建设资金的落实，县领导努力 

争取项目建设资金，积极协调银信贷款，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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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的引导扶持力度，为设施农业建设提供了 

资金保障。为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县上除利 

用产业化项目资金外，还积极争取外援项目扶持资 

金428万元，整合农业直补资金126．16万元，县财 

政筹资 187万元，同时利用农机具补贴资金配套微 

耕机40台。为了扩大建设规模，县上制定并出台了 

一 系列设施农业优惠政策，即新建拱棚每667 rn2补 

贴资金 1 000元，示范点恢复面积每667 1TI 补贴资 

金600元，集中连片面积分别达到20 hm 、33 hrnz、 

67 hm 及以上的，每 667 m 分别增加补贴500元、 

1 000元、2 000元；西芹种苗每 667 m 补贴 1 000 

元，早熟马铃薯种薯每667 m 补贴240元。县上采 

取 “政府扶持+项目支持+银行贷款+群众 自筹+招 

商引资”的 “五位一体”的投融资体系，破解设施 

农业建设资金瓶颈。这些政策的出台为设施农业建 

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3．4 突出重点，扩张规模 

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西吉县在推进设施农业 

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设施农业基地建设作为工作 

的重中之重来抓，使基地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通过 

GPS验收，日光温室建设规模在33 hm。以上的乡镇 

有吉强万崖、硝河隆堡、将台牟荣；拱棚建设规模 

在67 hm。以上的乡镇有吉强大滩、吉强河山、马莲 

上磨、将台西平。随着设施农业建设规模的扩张和 

建设质量的提高，将为今后西吉县设施农业产业的 

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5 调整结构，增加收入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设施农业的优势已显 

现出来，农民收入显著增加。2010年西吉县虽遭 

遇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的 

种植户收入却未受影响，效益依然不减，充分体现 

了设施农业在抗灾避灾、节水增效等方面的优势。 

2010年全县的设施农业种植效益普遍提高，日光 

温室667 1TI。平均产值达 1．5万元左右，拱棚平均每 

667 m。产值达0．5万元以上。设施农业的高效益不 

但大幅度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而且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示范带动作用。随着设施农业基地规模的扩大， 

设施农业内部结构在不断调整和优化，除主要进行 

设施蔬菜生产外，设施食用菌、果树，果菜等已占 

有了一席之地，其所占的比例在逐年增加。设施农 

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开拓了设施农业增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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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搞好服务，加强指导 

各级农业部门和科技人员在技术培训、技术指 

导和 “三新”的引进推广方面做好服务工作，及时 

解决了农民在建设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全县共举 

办技术培训班 200期，培训师资 100人次，培训农 

民2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2万份。先后派技术人 

员和种植大户到设施农业发展先进地区学习技术， 

进行技术指导。县上还下派 “设施农业技术服务 

队”，深人到各乡镇、村、组、小区进行科技培训、 

技术指导，从而保证了技术的支撑。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西吉县发展设施农业只是刚刚起步，通过各种 

渠道筹集上千万资金来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这本 

身就是种植业上的一次革命。虽然全县设施农业大 

棚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还没有形成 自己的特 

色，没有 自己的特色品牌，农户在品种上还处于单 

打独斗状态，农民的积极性还有待于提高，对发展 

设施农业增收的潜力认识不深，要做大做强存在着 

许许多多的障碍。 

4．1 农民认识不够，不善于劳作 

多年来，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习惯于传统 

的农业生产模式，春种秋收冬休的传统种植习惯是 

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老习惯。如今种植蔬菜大棚，是 
一 季接一季的不停劳作，尤其在冬天，以往猫冬的 

习惯不得不改为早起卷帘，晚上放帘，北风雪天也 

不能例外，全家所有的精力都得投入到棚内的劳作， 

有时甚至还得在大棚内吃住⋯⋯有的农民明明看到 

扣大棚挣钱，可他们付不起那份辛苦，不愿意那么 

劳累。满足于广种薄收，习惯于粗放经营管理方式。 

4．2 管理参差不齐，经济效益不等 

西吉县发展设施农业以集中连片建设，农户分 

散种植为主，在种植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当牵扯到 

农户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而管理比较精细的棚 

室，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如种植西红柿每栋 日光温 

室平均可产 7 500 kg左右，最高可达 10 000 kg；但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到位，有些设施农业种植 

户效益也相对较低。 

4．3 技术水平低，种植经验不足 

农民在过去种植大田作物，技术要求比较粗放， 

而发展设施农业，种植蔬菜、食用菌等要求技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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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农民在这方面技术几乎为零，虽然每年农业 

部门都请多位专家NsJ,,区讲课，田间指导，但农民 

的种植经验明显不足。 

4．4 资金短缺，贷款难度大 

各级财政的资金扶持数量小，拉动作用不强。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收入低，自筹能力差， 

用于棚室建设的自有资金非常有限，加之财政补助 

资金少，申请贷款难度大，手续比较繁琐，贷款担 

保和抵押很难解决，造成设施农业建设投入不足。 

5 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设施农业的生产环境基本上由人掌控，受自然 

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目前，西吉县的设施农业正 

处于蓬勃发展期，设施农业面积增长较陕。为加快 

设施农业的发展步伐，需明确今后设施农业的发展 

目标，突破制约设施农业发展的瓶颈障碍，推动西 

吉县由传统农业大县向现代农业强县的转变。 

5．1 解放思想 ，提高认识，不断增强发展设施农业 

的内在动力 

西吉县农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设施农 

业转变。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发展壮大现代设施 

农业，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农业综合开发潜力，提升 

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水平。有些干部群众在发展设施 

农业方面存在的思想不够解放、发展动力不足的问 

题，需要从三方面解决。一要加强对发展设施农业 

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先的理念， 

确定项目基础设施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的重 

点；二要树立项目整合的理念，为做大做强高效设 

施农业基地，要进一步整合部门问的项目、整合农 

业综合开发的跨年度项目，以及整合不同类型的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三要转变单兵作战的观念，树立 

多部门协同作战的理念，有效利用各部门的优势， 

共同做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的设施农业发展。 

5．2 加强引导，科学规划，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发 

展设施农业 

目前，西吉县的设施农业尚处于发展壮大阶段， 

光靠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要着力做 

好项目区农业的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来 

参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鼓励他们在项目区内 

发展各种类型的设施农业，尤其是综合性、技术性 

等较为领先的设施农业，并形成特点显著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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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复合膜与普通膜应用效果试验 
刘海荣，张松敏，曹金田 
(山东省招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654~) 

摘 要：针对冬季大棚蔬菜生产中菜农普遍使 

用普通塑料薄膜影响蔬菜正常生长的问题，进行了 

多功能复合膜与普通膜的应用效果试验。结果表明， 

使用多功能复合膜，在大棚温度、透光率、植株长 

势等方面明显好于普通膜，为菜农选择大棚膜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多功能复合膜；普通膜；试验 

随着保护地蔬菜生产的发展，日光温室、大拱 

棚面积不断增加，大棚膜的使用量也逐渐增多。但 

近年来，受化工产品市场的影响，塑料薄膜的价格 

持续上涨，许多菜农为了省钱，覆盖大棚普遍使用 

普通塑料薄膜，由于其透光性、保温性达不到要求， 

给冬季早春蔬菜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改变这 
一 状况，让菜农更好地了解多功能复合膜与普通膜 

的应用效果，招远市农技中心安排了本试验，以期 

为保护地高产高效蔬菜生产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大棚膜采用多功能复合膜、普通膜。 

和样板区，更好地发挥好辐射和带动作用，从而大 

规模促进设施农业的发展。 

5．3 优化设施农业的发展模式和品种结构 

设施农业按照 “集中一分散一统一”发展的模 

式，稳步推进。即：集中建设基础设施，集中育苗， 

各户分散种植，统一由经纪人或龙头企业闯市场。坚 

持设施农业规模化生产，按照 “一镇一品、一村一 

品”的原则，引导同一镇、村的农民种植相同品种， 

形成设施农业规模效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 

安排好品种结构，推动设施产业由以蔬菜种植为主， 

向菜、果、菌、花多元种植方向发展，实现设施栽培 

中早、中、晚熟品种配套全年生产和全年供应。 

5．4 要加大技术保障的力度 

从某种程度上讲，设施农业就是技术农业，要 

发展设施农业，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一要加大科研 

开发力度。广泛与大中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姻，按照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原则，不断培育，选育新、 

特、优品种，减少品种引进，提高本市设施农业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二要加大农民技术培训力度。加 

强县、镇、村三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镇、乡、 

村种植大户要有专门的科技人员、土专家、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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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要充实县级农业科技人员队伍，提高农民技术 

培训的 “含金量”。增加培训的内容，既要开展转岗 

就业技能的培训，让部分农民跳出 “农门”，又要有 

针对性地开展农业技术培训，让留守农民能科技务 

农。要保证在一个设施农业园区有 3～5名技术能 

手、土专家，保证设施农业高技术高水平的发展。三 

要提高产品的市场认同度。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食 

品，积极帮助特色农产品进行绿色认证。分行业、按 

产业配备相应的检测检验设备，大力推进农产品区 

域标准化生产。 

5．5 打造西吉县设施农业品牌 

实施品牌战略是设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向，西 

吉县除 “西吉马铃薯、西吉西芹、西吉胡萝 卜”等 

农产品影响大、知名度高外，其他有影响的农产品 

品牌少之又少，设施农业品牌几乎为零，这就迫切 

需要做大做强一批设施农业品牌。因此，要以整合 

生态资源为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载 

体，以区域特色农产品为重点，围绕无公害、绿色 

和有机食品的要求，着力打造食用菌、反季节蔬菜 

等本地的“特色品牌”，来提高设施农产品的市场影 

响力、竞争力，提升农产品的潜在价值。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