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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县设施蔬菜发展思考与对策 
马作虎 

(甘肃省泾川县蔬菜生产办公室，744300) 

摘要：对泾川县设施蔬菜的发展现状进行思考， 

指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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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生产，是在不适宜蔬菜生长发育的寒 

冷季节，利用防寒增温保温设备，人为地创造有利 

于蔬菜生长发育的小气候及环境条件，从而获得 

高额、稳定、优质产品的一种保护性生产方法。泾 

川县地处甘肃省五大蔬菜基地之一的泾河流域，近 

年来，通过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 

蔬菜产业，以日光温室和大中拱棚为主的设施蔬菜 

得到快速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丰富了居民菜篮 

子，保障了市场供应，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 发展现状 

近年来，泾川县立足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以 

发展现代农业为方向，以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民 

增收为目标，坚持 “日光温室带动、拱棚蔬菜增效、 

大田蔬菜扩量、果菜间作补充”的发展思路，以日 

光温室和大中拱棚设施蔬菜生产为重点，在泾芮 

河川区、红河川区、黑梁河川区等8个乡镇的25个 

村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基地 25处，累计建成 

日光温室1 775座，塑料大中拱棚 17415座，设施 

蔬菜面积 539．7 hm ，总产3．46万t，产值 5 735．2万 

元。从科技创新人手，优化品种布局，推广新优品 

种，提高建棚质量，推广现代农业技术，走出了适 

合县情的产业发展之路，设施蔬菜生产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带动了全县蔬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_1 设施蔬菜发展规模小 

泾川县大中拱棚蔬菜生产发展较快，中拱棚面 

积较大，361．1 hm ，占91．8％，跨度9m以上的大 

拱棚面积较小，32．4hm2，占8．2％。日光温室主要 

分布在邻近县城的城关镇、芮丰乡和王村镇，红黑 

梁河川区只有零星分布，多用于拱棚蔬菜的育苗。 

2011年建成日光温室308座。多年来，由于温室建 

设投资大，主要依靠项目资金扶持，农户自筹较少， 

致使温室蔬菜发展比较缓慢。 

2．2 部分园艺设施建设质量低 

泾川县温室多建于20世纪9O年代后期，长度为 

40m，跨度为7ITI，长度不够，跨度小，脊高低，透 

光性差，通风排湿不畅。近两年建成的温室，有的 

乡镇为节约资金，不按设计图纸施工，采光屋面不 

合理，后屋面短，平台窄，卷帘设备卷起无处放置， 

影响温室通风；部分温室没有落实经营主体，乡村 

集体经营；个别温室无人种植，茄果类蔬菜种植 

少 ，管理不到位，生产效益低下；一些温室建设质 

量不高，在 “7．23”洪水灾害中发生倒塌事件，严 

重影响温室蔬菜安全生产；拱棚虽然有一定规模， 

但大拱棚建设还很少，多数拱棚长20 m、宽6 m、 

高1．9 m，部分拱棚高只有1．7 m，机械无法耕种， 

人工作业还要低头弯腰，严重影响农户生产的积 

极性。 

2．3 温室保温措施跟不上 

泾川县近几年冬春季经常发生低温天气，温室 

蔬菜遭受严重冻害。部分温室后屋面处理的不好， 

调购草帘厚度不够，数量偏少，达不到双层覆盖，影 

响冬季温室蔬菜正常生产。有的乡镇温室建成后不 

调购草帘，致使冬季无法生产，温室的功能变成了 

拱棚的功能。 

2．4 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慢 

蔬菜种植主要以黄瓜、番茄、辣椒、西葫芦、 

绿叶菜为主，西甜瓜、食用菌种植很少。由于受资 

金限制，只有部分农户安装了温室卷帘机保温被。 

用电配套不到位，手动卷帘，微型旋耕机推广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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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全部靠手工操作，机械化程度不高，加大劳动力 

用量。温室黄板、防虫网、烟剂、滴灌、二氧化碳 

施肥等新技术推广慢，影响设施蔬菜生产效益。 

3 发展对策与建议 

泾川县积极按照上级部门加快蔬菜产业的发展 

意见，抢抓机遇，坚持扩量、提质、增效并重，以 

河谷川区为重点区域，大力发展 日光温室、塑料大 

棚蔬菜生产，建成 “两区三片”设施蔬菜集中生产 

区，即泾河川区、芮河川区和红河片、梁河片、黑 

河片。按照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一规划、集中 

连片的要求，在光热水资源丰富、群众有种菜积极 

性的村组发展 日光温室，按照适度集中原则，每村 

可发展2O～30座；拱棚每村可发展300座，6．7 hm ； 

大田蔬菜每村可发展20～33 hm 。全力推广蔬菜无 

公害生产技术，使蔬菜产业逐步成为泾川县新农 

村建设的主导产业。 

3．1 推广设施标准化建造技术 

推广五代日光温室建造技术，优化日光温室结 

构，采用招投标办法，选择有设施园艺建设资质的 

企业，严格按照温室建设规划图纸建造 日光温室， 

选购理想塑料棚膜和草帘等覆盖材料，提高日光 

温室采光、保温能力。温室长度以50～80 m为宜， 

跨度7～9m，脊高3．5～4m，为果菜、花卉、西甜 

瓜等全面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推广大拱棚建造技 

术，为蔬菜种植提供便利。完善改造不合格 Et光温 

室，对后屋面平台狭窄的温室，加高后墙，增加平台 

宽度，对未配备草帘的温室调购草帘，加厚草帘，加 

盖防寒膜，提高冬季保温能力。一般60 m长的温室 

用 1．5 m宽的草帘80个，达到双层覆盖。适时揭盖草 

帘，帘上加盖防寒膜，防止降雪浸湿草帘，影响保温 

效果。对未承包到户的温室，广泛宣传动员，制定优 

惠政策，尽快落实到户。 

3．2 强化行政推动，建立督查考核机制 

对川区乡镇分管领导、乡村干部、生产大户， 

加大宣传培训，使他们掌握设施建设标准和栽培 

技术。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建造设施，拱棚建设在每 

年 10月初开始，12月初结束，第2年投入生产；温 

室建设从当年麦收后开始，10月上中旬投入生产。 

泾川县财政、农办、农牧、水务、电力等部门要定 

期督查，对建设不合格的设施限期整改。把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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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建设列入乡镇和部门农村年度工作考核指标， 

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严格考核，奖罚分明。 

3．3 加大扶持蔬菜产业力度 

抓住国家扩大内需、高度关注民生和农业部启 

动蔬菜标准园创建活动的机遇，争取项目论证，合 

理整合扶贫、农综、水利设施等涉农项目，对蔬菜 

产业用水、用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投 

入，积极争取将温室卷帘机、微耕机、喷滴灌设备 

等设施农机具列入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目录，享受 

相应补助政策。县财政建立发展蔬菜产业专项扶持 

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对发展力度大的乡村给 

予奖励。增加金融信贷投入，多方鼓励社会资本投 

入，建立以经营者自主投入为主，以财政和项目扶 

持为辅，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投资机制，促进蔬菜 

产业快速发展。 

3．4 积极推广蔬菜生产新品种新技术 

按照蔬菜标准园创建要求，推行 良种、良法、 

良田三结合，建立蔬菜工厂化育苗基地，依据市场 

需求，推广优质品种，因地制宜，选择抗性强、品 

质好、产量高的品种。推广穴盘育苗、营养钵育苗、 

基质育苗、嫁接育苗等新技术 ，提高蔬菜种苗质 

量，使设施蔬菜种苗统供率达到80％以上。合理安 

排茬 口，实行茄果类、瓜类、豆类、叶菜类等蔬菜 

的轮作倒茬，克服连作障碍，减少土传病害的发生。 

积极推广反光幕、防虫网、银灰色地膜、二氧化碳 

施肥、嫁接换根、多层覆盖、膜下暗灌、生物激素 

应用、烟尘剂防病等新技术。 

3．5 广泛开展科技培训，提高科技意识 
一

是要加强县乡技术人员和乡村干部的培训。 

采取 “走出去看，引进来教；向书本学，上网查， 

下乡看；沉下去做，返回来算”等办法，聘请大专 

院校及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举办培训班，现场讲 

授，加强业务培训，增强服务能力。二是加强对农 

民技术员和菜农的培训。采取集中培训和现场示 

范相结合的办法，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技培训， 

发放科技资料、科技明白纸，使广大菜农的科技意 

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实践操作技能得到有效 

提高。 

3．6 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技术服务工作 

各乡镇要以产业化服务中心为依托，抽调人员 

组建蔬菜技术服务站，合理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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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蔬菜保供基地建设情况简析 
张启伟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园艺站，226300) 

摘要：介绍了通州区蔬菜保供基地的建设情况 

分析了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改进办法。 

关键词：蔬菜；保供基地；建设 

近年来，南通市通州区大力发展蔬菜种植，蔬 

菜生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呈现出规模化 设 

施化、高效化的特点。全区共有33 hm 以上的设 

施蔬菜基地 25个，其中连片 33 hm 以上的钢架大 

棚基地 15个，建有景瑞公司和五甲镇广蔬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等蔬菜工厂化育苗中心2个。 

201 1年，通州区农委为落实南通市政府为民办 

实事工程之一即蔬菜保供基地建设，筛选出周边无 

污染源、土壤肥沃、水利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的23 

个蔬菜基地作为市蔬菜保供基地，面积达474 hm ， 

占南通市四区保供基地总面积的70％。这些基地 

中，设施蔬菜种植基地有 21个、露地蔬菜种植基 

地有2个，覆盖全区l3个镇。为此，主要开展了 

以下工作。 

1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专人负责 

通州区成立了蔬菜保供基地领导小组，由区政 

府分管农业的领导任组长，区农委主任和财政局领 

导任副组长，组员由保供基地所在镇分管农业领导 

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区农委园艺站， 

具体负责通州蔬菜保供基地建设、监测、调控与技 

术指导，协调解决保供基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全面完成保供基地建设任 

务。 

2 合理安排茬口布局，保障市场均衡供应 

全区474 hm 保供基地，只有合理安排茬口布 

局，优化品种结构 ，才能提高蔬菜 自给能力，才能 

有效地调整城市蔬菜市场供应，缓解因过多依赖 

外地供应而造成市场价格波动，进而保证南通市 

场菜价平稳。各基地按照不同季节突出不同品种， 

合理安排茬口布局，夏秋季主抓叶菜类蔬菜，冬 

春季主抓大宗蔬菜。适时延长播种期，合理搭配 

早、中、晚熟品种，均衡和拉长上市时间。同时 

运用现代科技和设施条件开展反季节蔬菜生产， 

实现市场 “淡季不淡、旺季不烂、四季均衡”的 

供菜目标。全区所有保供基地，蔬菜年产量可达 

3．5万 t，每天产出 1O0 t，按人均一天消费 0．5 kg 

计算，可满足20万人的需求，有效地保证了市场 

供给。 

责蔬菜生产技术指导和农民培训；各村成立蔬菜技 

术服务队，选拔一批年轻、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 

年，通过一定业务培训，掌握好几门专业技术知 

识，担任村、组两级技术人员，负责各村、组的蔬 

菜生产技术指导。在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中， 

全面落实技术人员包抓责任制，每个示范园都要有 

1名技术人员负责指导，实行新建园区跟踪指导、 

老园区巡回指导，实行技术人员包村包棚，挂牌指 

导，责任落实到人、农户和地块，从宣传培训、规 

划布局、物资筹备、品种选择、拱棚温室建设、蔬 

菜育苗移栽、田间管理等各个环节，精心开展全程 

指导和跟踪服务，按照统一种植品种、统一种苗供 

应、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产品销售的要求，严格组织农户进行标准 

化生产，实现无公害产品，保障广大城乡居民的消 

费需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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