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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墨江蔬菜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许 忠 ，张 嫒2 

(1．云南省墨江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654800；2．云南省墨江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654800) 

摘要：针对墨江县蔬菜产 止的发展条件、发展 

现状，提出了墨江蔬菜产业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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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江县位于云南省普洱市：j匕部，地处云贵高原 

区，昆曼 (昆明一曼谷)国际： 通道经过该县。墨 

江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北回归线穿县城 

而过，县内有千佘对双胞胎，是著名的双胞胎之乡， 

近年县委政府着力打造 “哈尼之乡，回归之城，双 

胞之家”3张旅游名片，这为墨： 的蔬菜产业发展带 

来了机遇。墨江土地面积大，光、热、水、气资源 

丰富，有丰富的低热河谷区，蔬菜种植历史悠久，源 

远流长，具有 良好的蔬菜产业发展基础。 

1 墨江县蔬菜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墨江蔬菜产业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创新，把发 

展蔬菜产业作为农业结构战略『生调整的重要突破口 

和振兴县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来 

抓，形成了一批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蔬菜生产基 

地，使蔬菜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全县蔬 

菜种植面积迅速扩大，2010年已发展到2 680 hm ， 

产量近2 000万 t，产值2 320万元，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新技术、新品种的引 

进、试验，推广速度加快，为产业生产提供了可靠 

的技术保障；通过发展蔬菜产业，解决了一批农村 

剩余劳动力，使其就地就业。 

全县蔬菜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还存在 
一

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1)产 

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有 

待加强。(2)基地建设滞后，生产经营分散，组织 

化程度不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3)缺乏有带动 

性的龙头企业，产品的精深加工不足，产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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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4)市场开拓不足，对农民增收带动力不强。(5) 

不少农户安全生产意识淡薄，蔬菜产品农药残留超 

标隐患依然存在。(6)蔬菜质量监测设备、监测手 

段落后，产品质量安全难于保障。 

2 墨江县蔬菜产业发展条件 

2．1 光资源较好 

墨江县地处北回归线，属云贵高原沟壑区，最 

高海拔 2 278 m，最低海拔440 m。属南亚热带季 

风气候类型，舂早冬晚，县内日光充足，光能富裕，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全年每平方 

厘米太阳总辐射量在546～550 kJ之间，可以满足蔬 

菜作物的生长发育，有利于蔬菜作物进行光合作用 

和干物质的合成积累。 

2．2 土地资源丰富，土质良好 

全县土地总面积 53．O7万 hm ，可耕地面积 

7万 hm 。土壤多为黄棕壤、红壤、紫色土、水稻土， 

土层深厚，土壤肥沃，为发展蔬菜生产提供了难得 

的土壤基础。 

2．3 水质良好，雨量充沛 

墨江属典型的雨养旱作农业区。县内年降雨量 

在 1 100～l 327 mm，多集中在 7—9月份，有利 

于蔬菜作物的生长发育。县内有三江 (阿墨江、把 

边江、泗南江)五河 (他郎河，布毫河、坝干河、那 

卡河、杩木河)较大河流，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可 

开发灌溉。 

3 墨江县蔬菜产业发展对策 

3．1 发展思路 

优化区域布局，提升产业优势；建设现代基 

地，夯实发展基础；突出商品化处理，扩大精深加 

工；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名牌产品；大力开拓市场， 

拓展消费终端；严格质量监管，保障产品安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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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科技创新，提高科技含量；强化资源整合，壮大 

产业规模；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快速发展；加强组 

织领导，提供坚强保障。 

3．2 主要措施 

3．2．1 科学规划，建好基地 

以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和建立稳定的 “南菜北 

运”基地为目标，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突出特色，规模发展，提高效益，促进产业外向发 

展。重点发展 “三大蔬菜基地建设”：一是建设县 

城周边联珠镇优质特色蔬菜紫五加333 hm (5 000 

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二是建设以曼婆为重点 

的杩木河流域千亩大棚蔬菜生产基地；三是建设以 

布亳河流域为主的万亩低热河谷蔬菜生产基地，积 

极发展露地菜。 

3．2．2 依靠科技，加强推广 

(I)栽培上推广无公害生产技术、地膜覆盖间 

作套种技术，创新种植模式。推广投资小，方法简 

单，便于操作，效益高的塑料大棚。(2)品种引进 

推广上按照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 

原则，推广抗病、适应性强、高产优质、市场竞争 

力强的特色珍稀蔬菜新品种。(3)病虫害防治上积 

极推广生物农药，大力推广生态防治、生物防治及 

物理防治，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4)施肥上 

大力推广有机肥料，积极推广生物肥料，减少化肥 

施用量，实施配方施肥。要在科技推广上进一步加 

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探索现代高新技 

术在蔬菜生产上的应用，积极推广工厂化蔬菜育苗 

新技术，解决品种单一，种苗缺乏，质量不高的问 

题。 

3．2_3 搞好培训，提高水平 

墨江县经济欠发达，文化落后，劳动者素质普 

遍较低。因此，要把科技培训作为蔬菜生产中的重 

要环节来抓，坚持 “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1) 

从设施建设开始，实地进行指导培训，让菜农掌握 

设施种菜的全过程、配套设施及注意的有关事宜。 

(2)从育苗开始到生产环节的技术应用，主要包括 

育苗、嫁接、土壤处理、农业投入品的使用等。(3) 

业务部门要派出有较高职称，技术水平高，责任心 

强的技术骨干，分片、包村进行实地指导培训，确 

保种一亩，产一亩，见效一亩。可采用长训与短训 

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派出与请进相结合，印 

发资料和新闻媒介相结合的方式，使每个菜农都能 

真正掌握蔬菜各项实用新技术，为墨江县蔬菜产业 

开发培养一支土生土长的实用技术人才队伍，全面 

提高蔬菜产业的管理水平。 

3．2．4 制 定规划，重点扶持 

建议县上组织有关专家对墨江县蔬菜适种区进 

行科学规划，拿出切实可行的 “墨江县蔬菜产业发 

展规划”，制订蓝图，逐步发展，争取相关部门立项 

扶持，发改委、财政部门、科技部门、农业部门、水 

务部门、扶贫部门等相关部门分别具体规划，各自 

立项，重点扶持，做大做强蔬菜产业。 

3．2．5 培育市场，搞活流通 

(1)利用国家扩大内需的优惠政策，创造条件， 

积极扶持蔬菜运销协会和农民专业技术合作社发展 

蔬菜产业，鼓励扶持和壮大蔬菜龙头企业的发展 ， 

充分发挥龙头的带动辐射作用。(2)充分利用墨江 

地处昆曼大通道的交通区位优势，建设蔬菜集散中 

心，信息价格服务中心，争取使墨江蔬菜打人昆明、 

成都等地市场，扩大销售，搞活流通。(3)积极发 

挥蔬菜运销户和市场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培 

养一批市场 “经纪人”。(4)积极实施绿色名牌战略， 

发展 “订单农业”，占领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 

(5)通过多种渠道，建立广泛的市场信息交流合作 

关系，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努力形成区域化布局、规 

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企业化运作、市场化营销， 

以营销促发展，使蔬菜产业开发逐步向高科技、高 

效益、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3．2．6 切实做好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 

(1)逐步建立健全蔬菜水果的生产技术标准 

体系，力争到2015年，墨江县基本实现蔬菜水果 

无公害生产。(2)整合资源，建立健全农业系统 

质量检验检测体系 ，完善县级农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中心，抓好县级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站建设 。(3) 

按照有机、绿色、无公害 “三位一体，整体推进” 

的工作思路，以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 

为重点，鼓励和扶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发展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4)进一步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管理，逐步建立蔬 

菜市场准人机制及市场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5) 

加大农业行政执法力度 ，依法严格查处蔬菜生产 

中的不合格农业投入品和农残超标产品，确保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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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东 
(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1 10003) 

摘要：主要分析了辽宁西：匕部地区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以阜新县为例，提出和分析 

了辽宁西北部地区旱作节水农业的发展模式思路 

和实现这一模式的保障措施，以解决辽宁西北部 

地区农业避灾问题。 

关键词：旱作节水农业；发展模式；探讨；西 

北部 

辽宁西北部地区包括辽宁省的朝阳、葫芦岛、锦 

州、阜新、铁岭5个地级市，辖，；0个农业县 (市、区)， 

乡镇725个，村委会7 214个，农村居民282．7万户， 

拥有土地资源6．37 km ，占辽宁省的43．1％，既是国 

家和辽宁省重要的旱作农业类型区，又是发展经济、 

脱贫致富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地区。长期以来， 

严重的干旱和水资源短缺已成为该地区农业和农村 

经济以及粮食安全供给的障碍性 “瓶颈”。同时，辽 

宁西北部地区地形复杂，土地贫瘠，风蚀、水蚀、沙 

化严重，生态系统脆弱，农业生产不稳定，社会经 

济发展滞后等问题突出，造成了区域性食物供应的 

不稳定。在该地区大面积发展灌溉农业又受到自然、 

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必须寻求一种有 

效办法和措施，即科学制定和实施一种可使该地区 

从根本上解决长期抗旱避灾、恢复生态、促进农民 

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旱作节水农业发展模式， 

使辽宁西北部地区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1 辽宁西北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制约因 

素 

1．1 自然条件制约因素 
一 是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是制约该地区农业 

发展的核心因素。特别是辽宁西北部的阜新、朝阳 

等地十年九旱，年年春旱，年年抗旱，影响农作物 

适时播种，种植计划难以完成，年年依赖雨养农业， 

丰歉年波动较大。同时，雨热同期 (6—8月)，蒸 

发量大，自然降雨有效利用率低；再者，地下水资 

源有限，可持续利用有效期短，影响农业稳定发展。 

2009年，辽宁西北部地区年降雨量达420．6 mm，比 

全省平均降雨量少 156 mm，其中，阜新、朝阳年 

降雨量为359 mm和382 mm，比全省平均降雨量 

少218 nlm和 194．5 mm[”。辽宁西北部地区水资源 

费者的安全。 

3．2．7 加 强领导 ，健全组织 

发展蔬菜产业是一项强县富民的产业，各级领 

导要高度重视，把发展蔬菜产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重点部署，加大力度，加快开发步伐。县政府要有 
一

名副县长主管蔬菜，基地乡镇要有主管领导亲自 

挂帅，上下一致，齐抓共管，抓出成效。政府要从 

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发展蔬菜产业，普及、 

推广、引进优良蔬菜新品种，搞好试验、示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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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县蔬菜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墨江 

财政增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社会和谐，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生财致富之路。 

新时期加快蔬菜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同在， 

希望和困难并存。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 

们要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推 

动墨江县蔬菜产业在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国 

际化的发展道路上再上新台阶。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