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献综 逃 Vegetables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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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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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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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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约占全省的20％，干旱缺水日趋严重，旱灾频 

繁，农田水分利用率约为40％左右。 

二是农用耕地质量退化与规模减少是影响农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该地区由于地形复杂，耕地 

贫瘠面积大，并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 

下，在长期农田耕作中用地与养地失衡的条件下， 

风蚀、水蚀、沙化严重，导致耕地质量退化；同时， 

随着经济建设包括工业、铁路、公路、城镇、村屯 

非农产业大量 占地和农田水利设施、退耕还林还 

草及因灾废弃耕地大量增加，也客观影响农业稳 

定发展。 

三是农业生态系统脆弱失衡，影响农业可持续 

发展。一方面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干旱、风沙、冰 

雹、洪涝、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不断破坏 

农业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对该区农民生活用能源来 

说，至少有2／3的农户依赖于薪柴、秸秆等生物能源。 

这意味着人们在年年进行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与 

保护的同时，又在不自觉地破坏着农业生态环境建 

设。 

1．2 经济与社会条件制约因素 
一 是耕作方式落后，耕地资源利用不尽合理， 

这是影响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该地区的阜新、朝阳等地受其干旱的影响，大多采 

取广种薄收、资源掠夺式的耕作方式，年年耕种， 

资源利用效能低，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平衡。 

二是抗旱避灾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低，这是制约 

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该地区在过去不同 

时期内，开展抗旱避灾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但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仍相差 

甚远。 

三是农业科研、推广服务手段落后，发展农业 

后劲不足。该地区现有农业科研、农技推广人员 

6 442人，占全省的52．3％，每万人中拥有农技人员 

4．6人，高于全省 1．6人。但是，科技人员素质、水 

平普遍低于全省其他地区。 

四是农业教育落后，从事农业生产的产业工人 

文化素质低，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 

上述分析表明：制约辽宁西北部地区农业与农 

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水资源短缺、避灾设施脆 

弱和耕作方式落后。其原因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遭 

到人为破坏，失去平衡，资源利用不科学不合理，与 

本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相比，基础条件差、 

手段落后、后劲不足、投入少。 

2 辽宁西北部地区旱作节水农业发展模式 

针对当前辽宁西北部地区农业现状，其旱作 

节水农业发展模式首先要解决的是耕地上的避灾 

问题，并从长远考虑解决生态问题。这是一个综 

合模式，是各项旱作节水措施的集合。其核心点： 
一 要对耕地资源提出科学合理的使用 比例 ；二要 

以发展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实施集约化规模化 

经营为首要条件；三要体现生态效益好、经济效 

益高、社会效益大。下面以辽宁西北部地区的阜 

新县为典型例子，来说明辽宁西北部地区的旱作 

节水农业发展模式，对辽宁西北部的其他地区来 

说 ，其模式不一定相同，但就解决该地区农业生 

产主要限制因素来讲，出发点和核心点是普遍适 

用的。 

2．1 阜新县旱作节水农业发展模式 

根据阜新县旱作节水农业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农 

业生产现状，从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的角度出 

发，对阜新县耕地资源提出1：4：3：2的利用模式， 

即阜新县耕地有20万hm ，10％的耕地 (2万hm ) 

用于发展保护地生产，使每一农户拥有 1栋温室大 

棚；40％的耕地 (8万hm。)用于发展粮食和经 

济作物生产；30％的耕地 (6万hm )用于种植 

牧草，发展草食畜牧业；20％的耕地 (4万hm ) 

用于植树造林，大力发展速生林和果 (梨、杏、 

枣)业。 

2．2 阜新县旱作节水农业发展模式效益评价 

2．2．1 经济效益评价 

2．2．1．1 用 l0％的耕地发展蔬菜保护地设施农业 

(或四位一体模式)，可以不受干旱少雨的影响，让 

农民有稳定的收入，以最小的面积取得最大的收益。 

如阜新县有19．5万农户，68-3万农业人口，户均 1 

栋大棚，即 19．5万栋大棚，每栋大棚年均纯收入按 

1万元计算，可获纯收入 l9．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2 782元，相当于2007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96．6％。经营1栋大棚的纯收入与种植玉米相比 

较，相当于种植0．6 hm 玉米的效益。 

2．2．1．2 用40％的耕地 (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的，受 

干旱影响小的耕地)，采取农业工程措施和农艺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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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种植耐旱的粮食和高效的 

经济作物。据调查，平均每 667 m 纯收入可达到 

700～1 200元。保守一点测算，以每667 m 纯收入 

600元计算，阜新县农民人均获纯收入 1 050元 (阜 

新县人均耕地面积1 167 m )。这不仅提高了农田的 

经济效益和农民的收入，而且解决了农民的吃粮问 

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大面积的农田设施建 

设，减轻了长期抗旱压力和资金投入的压力。 

2．2．1-3 用30％的坡耕地种植牧草。按每667 m 产 

青干草 1 t计算，每667 1TI 纯收人为600元；按每 

667 rn2载畜量3只羊单位计算，每只羊纯收入200元， 

每667 rn2纯~A6oo元。阜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960 

元 (人均牧草面积1 O67 rn2)，种植牧草每667 m 纯 

收入是种植玉米的3倍。 

2．2．1．4 用20％的坡耕地种植经济林和果树。按速 

生林收益计算，每667 ITI 纯收入5 000元，8年 1个 

采伐期，年均每667 m 纯收人600～650元。阜新县 

农民人均林地面积 (包括果树)727 m ，人均纯收 

入680元左右，每667 m。经济林纯收入比种植玉米 

高 1倍以上。 

综上，若按这种模式利用耕地资源，依据当地 

现有农业人口计算，仅种植业 1项收入，阜新县农 

民人均收入可达到5 472元，比本县2007年农民人 

均纯收入4 000元增加 l 472元，增长36．8％，且超 

过2007年辽宁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若按目前农 

民人均纯收人中种植业收入所占比例为40％计算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块比例会下降)，实施这 

个模式5年时间将初见成效 l=部分林业收入不计在 

内)，预计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达到7 000～9 000 

元 。 

2．2．2 生态效益评价 

2．2．2．1 增加林草地面积，提高林草地覆盖率。就 

阜新县而言，实施这种模式可增加林地和草地面积 

l0万hm (林地4万hm。，草地6万hm。)，对恢复该 

地区生态平衡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经过30～50年的 

长期建设，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会逐渐恢复平衡。 

2．2．2，2 增强农村能源生态保护能力。通过 “四位 
一

体”等农村能源 (如沼气 节能炕灶)开发利用 

措施保护生态设施建设，可加快生态条件改善和恢 

复。 

2．2．2．3 节约和有效利用水资源。实施这种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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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再把宝贵的水资源浪费在效果不明显的抗旱 

工作上；另一方面采取现代的节水措施，使水资源 

得到充分有效利用。特别是有效利用地下水资源， 

可使该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2．2．2．4 可以使耕地资源高效化生产。通过这种模 

式，将使阜新县农业生产实现：，K、土壤、肥料资源 

利用模式的 “3个转移”：即水资源从低效利用型向 

高效利用型转移；耕地资源从粗放型经营向高效开 

发、培肥改良、集约经营型转移；肥料使用从经验 

低效型向高效精准型转移。将实现水、土壤、肥料 

资源利用效果的 “4个提高”：即农田用水效率提高 

20％以上；土壤基础地力提高一个等级；肥料利用 

率提高l0个百分点；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 

中的贡献份额提高30％以上。 

2．2．3 社会效益评价 

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农业产业结构战略I生的调整， 

应用这种模式将促进该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 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 

进程。耕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本身是种植业结 

棚保温被 
我公司专业生产的大棚保温被，广泛应 

用于蔬菜、花卉、温室、家禽、家畜温室，水 

产养殖等各类温室，保温率高，抗风雨雪、防 

晒、防冻、阻燃、耐酸碱、冬保温夏遮阴。有 

普通型和防水阻燃型，高中低档齐全，价格优 

惠。另售卷帘机、大棚骨架、喷滴灌设备，食 

用菌生产设备。诚招全国经销商，欢迎来电， 

来函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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