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 壤 ·281 

一

． 

’

。

．  

舄i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l的问题与对策 
兼谈江苏省农业发展有关问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oo08) 

l一弓 D- 

摘 要 在分析我国农韭发展的特点和成就的基础上．概述了袁业发展中的主要向譬和解 间腰的对 

策。局时．什对江苏省农韭生产中的问题．提出相粤建设 ． ． 

关键词地 墅；婴鉴 絮龋 ＼辛＼ ＼J、J 、
f 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建国 5O年来， 

我国农业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整个农业正在 由过去的传统农业走 向高产、高效、优质的现代 

化农业，但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加剧与人们生活需求水平的提高，当 

前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产品总量与供求平衡、农产品品质与质量提高、农业生态与环境恶 

化、农民收益增加及加人世贸组织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进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因此．如何正确对待与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认真贯彻“科技兴农”政策，是推动我国当前与 

今后农业发展的关键。本文兹就上述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1 农业发展的特点与成就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面积辽阔．当前有 72％的人民生活在农村。因此农业与农村的发 

展对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人口基数大．农业资源相对不足．农村每 

户耕地不到 0．7hn12，每个劳力耕地不到 0．27hma．都只有世界水平的 1／4．人均水的泾流量 

为2474m3，为世界水平 的1／5[1j。加上我国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过渡的阶段，农 

业生产规模小．农村生产力落后，传统农业、手工农业与现代农业并存．农民文化素质较低， 

尚有 4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走农 

业持续发展的道路。 

建国50年来，我国农业得到迅猛发展，并使农村经济及整个国家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和 

提高。 

1．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当前科技在种植业方面的贡献率为42％，建国以来共培育 

出40多种作物，5000个新种，品种更新达 5～6次．每次更新使农业增产 10～30％。据统 

计，粮食产量 1949～1998年，由1．13亿吨上升到 4．9亿吨，增加 4．34倍；棉花产量由44万 

吨上升到 440万吨，增加 10倍 ；油料作物，由256万吨．增至 2292万吨，增加 8．5倍。糖料 

由294万吨增至 9765万 吨，增加 33 21倍。肉类同期 由22O万吨增至 5570万吨．增加 

25．32倍。同时．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1997年我国水产达 3601万吨．森林的覆盖率由 

8．6％提高到13．5％以上。所有这些成果，均表 明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并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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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是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主要的农业物质投入和技术装备有了大幅度的增大和改 

善。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总动力，机械耕作面积较建国初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据统 

计。1998年中国化肥总产量达2864万吨，占世界总量的 1／5，化肥施用量 4560万吨，占世界 

的1／3．生产与消费均占世界首位。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土壤生产力大幅度 

提高。为农业的进一步持续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和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加速发展。此外，农 

产品流通领域的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使农村经济 日趋活跃，加之 

农村乡镇企业进一步向规模化、集团化和外向型发展，使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农村经济 

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4．农业科技实力不断加强。当前我国已拥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 

完整农科体系。至 1997年，全国农业科技机构达 1587个，150万人，科技示范户达500万 

个。当前我国农业新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植物细胞组织培养、花药培养、单倍 

体育种、杂交水稻、玉米、大豆等研究，均取得明显成就，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地膜覆盖 

水稻旱育秧技术推广已达 650万 b．m2，与世界 160多个国家进行农业合作交流，从 93个国 

家引进作物品种达 l0万份，当前我国主要农业品种资源达 35万份，仅次于美国与俄罗斯， 

居世界第三位。 

2 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农业不断发展的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日益加剧，特别是随着农 

业体割的改革及人们生活需求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以下几个新的问题。 

2 1 农产品总量与产品结构供求平衡问题 

据统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 16亿，按人均400kg计，粮食总产量需达 6．4亿吨，粮 

食总量在1996年4．8亿吨基础上，蔫增产 1．6亿吨，粮食单产比目前要提高55-60％，其 

他农剐产品产量均需提高，肉类 比现有要提高 6o％。 

按中科院分析预测，2000-2030年期间．我国可能出现粮食低速增长。在此期间，中方 

案是总产6．6亿吨，年增产 533万吨，年增长率为0．93％(按 l6亿人，人均粮食410kg)；高 

方案是总产 7、0亿吨，年增产 630万吨。年增长率为 1．06％。低方案是总产 6．3亿吨，年增 

产46"／万吨，年增长率为0．84％，而 1952-1995年43年间。粮食年均增长2．46％。因此相 

比之下，这些方案都是低速的，但尽管如此。要达到上述方案，均需在耕地面积、种粮面积．发 

挥光、热、水、土资源潜力及农业科技潜力上下功夫。任务极为艰巨【2J。 

2．2 农产品品质与产品质量的提高问题 

当前我国农产品产量已从亏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阶段，但随着人民生活需 

求水平的提高。目前出现因农产品品种结构及品质引起的产品流通不畅及农产品积压现象 

严重的问题，如早籼稻及南方梗稻品质差，库存积压大，小麦以软粒为主，质量差，这些情况 

说明，当前对农产品的品种与质量的需求正在不断提高 在此情况下，如何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与加强品种与品质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是全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999年 第 6期 土 壤 ·283· 

2．3 农业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在全国2300个县中。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国际警戒线0．053hm2，其中463个县低 

于 0．033hm2。中国是世界 13个贫水 国之一，且水份分 配不均。 目前农业灌水缺 3000亿 

M 。尚有 7000多万人，5500万牲畜缺乏饮水。我国天然林由 50年代 1亿 hm2到目前跌至 

8700万 hm2。水土流失面积 367万 hm2，水土流失农耕地 4887万 h ，严重退化草原 7300 

万 hm2．沙化速度2460km2／年，受荒漠化危害的农地 1500万 hm2，草原1亿 h 。此外，我 

国年受洪涝灾害面积 1987万 hm2，成灾面积1187万 hnl2，黄河断流由70年代 21天到 1997 

年的226天。由此可见。保护和改善我国农业资源环境，是实现当前农业持续发展的紧迫任 

务。 

2．4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农民收入增加较快，但这些年又变得缓慢。这直接影响到城乡 

工农业产品市场的启动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到 1998年 20年间，农民纯收入年 

递增约 8％。低于同期城镇居 民增长速度，占全国 70％的农村人 口购买力不及城镇人 口的 

1／2，因此，提高农民收人，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推动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是当前一项 

艰巨的任务。 

2．5 加入世贸组织后．提高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增加国际竞争力问题 

1996年 8月中国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油料、棉花国内年平均批发价较国际市场高 

21％．预计2020年将高出国际1倍以上，这将使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在农业上的 

竞争力急剧下降。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势在必行的情况下，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 

质量，搞好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业附加值与比较优势，参与竞争，迎接挑战，是本时期农业 

发展将面』临的重大任务，这不仅是农业的国际性问题，而且也是反映我国农业今后发展前景 

与命运的问题 J． 

3 当前农业发展的对策 

3．1 必须坚持农业持续发展的方向．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我国当前农业发展必需坚持农业与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相协调的持续发展方 

向，这个方向的战略是不只考虑当前，而要考虑长远，并注意农业发展在时间与空间、数量与 

质量、静态与动态的统一，最终促进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农村经济与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实现农业现代化除坚持农业技术发展方向外，还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包括现 

代化的物质装备、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优化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等4个方面，它的特点是：第 
一

，必须以现代化工业为支撑基础，没有工业现代化，就没有现代化农业。第二，必须建立农 

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包括产业化与市场化、集约化与机械化、信息化、高教生态农业、高新 

技术集成等 5个方面的指标体系。 

可见，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农业的持续发展，其核心是依靠现代化科学技术，依靠 

新的现代化的“农业科学革命”，可以说推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解决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3．2 必须进一步挖掘农业资源潜力，强化国家食物的安全保障能力 

我国1996年粮食综合生产力达4．8亿吨，人均4ookg,但从中长期看。我国食物保障能 

力仍面临严峻形势，这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2ooo年选 13亿，2030年达 16亿)；人均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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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2010年442kg．2030年460kg)；粮食需求巨大(蓟2030年需粮 7．18亿吨)，种稂效益 

低，水土资源紧缺(2030年缺水 1300--1500亿In，)；环境退化，灾害频繁。在另一方面．我 

国尚有 2／3中低产田可以增产；耕地保护．提高复种尚有潜力；科技对农业增产份额可以提 

高(1997年为 42％，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1／2)，化肥利用率及水资源利用率(均为 30--40％) 

均可增加，此外，水域、草原与山地资源可进一步开发利用，所有这些均为加强我国中长期食 

物保障力提供了重要基础。 

根据中科院预测，通过控制耕地与种粮面积，发挥光热水土资源潜力，我国2030年粮食 

总产可望达 6．6亿吨，即在 1996年基础上增加1．8亿吨，主要途径是：节水增效(扩大 1600 

万 h 灌溉面积．灌溉水利用率提高 0．6)；提高复种(从 157％提高到 170％)，推广良种(占 

播种面积 30％)合理增施化肥(主要在中低产田区)，强化病虫鼠害防治(挽回粮食 10oo万 

吨)等5个方面。此外，通过开发耕地资源的粮食替代能力，如开发农区秸杆和天然草地．发 

展木本粮油 ；开发水域，发挥野生植物的替代作用等 4个方面，可增加粮食蔷代能力 920o万 

吨．在此情况下，加上6．6亿吨。即可望增加到7．52亿吨，如按人均460kg计，可供养 16．35 

亿人。但要达到这一要求，尚需采取5方面的措施．即建立多元化食物生产体系；推行国家 

粮食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规模化高教节水农业；强化粮食中长期保障体系；加强中低产田改 

造及高产、高效农业建设等。 

总之，国家食物保障能力的建设．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只有真正加强我国中长 

期的食物保障能力，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不断持续发展。 

3．3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农业科技革命 

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的农业应有一个质的 

飞跃，大的发展．进行一次新的农业革命，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将来的农业，最终要靠生物工 

程．靠尖端技术解决问题”，可见．促进农业产业革命。是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 

1，推动农业科技进步，需坚持农业科技发展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第一，实施“科技 

兴农”战略，f葭靠科技革命，促进农业产业革命；第二坚持把农业科技摆在科技工作的重要位 

置，把解决当前及今后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作为重要目标；第三，坚持持续发展战略，面 

向整个国土资源开发；第四。始终如一地抓好基础性、长期性的农业科技工作，并注意常规技 

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超前与实用相结合。 

2．切实抓好农业科技与开发，解决当前与长远关键问题。第一，重点抓住障碍农业高 

产、高效的限制因素，建立节水农业，实现示范区。着重抓好黄淮海、三江、松擞、南方红壤、 

北方旱农、黄土综台开发，形成地区的现代农业样板。第二。力争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的 

农业高新技术研究有新的突破，培育新品种新组合．如水稻高产优质品种和杂交稻新组合． 

抓好基因工程，光合作用．杂交优势治理，生物固氮等技术．同时发展主要农产品高产、高效、 

优质、低耗、持续发展的体系研究，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加速生态与环境治理，防治土地退化。 

第三，大力加强农业产后技术开发，促进农产品工业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开展对食品制 

造、农产品加工、储藏及运输技术进行研究。第四，围绕农村经济产业化．抓好科技成果推 

广，重点推广农业生物优良新品种，高产、规模化、工厂化、集约化的养殖技术，使科技在农业 

上的增长率达 50％以上。 

3．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必须加强农业科技挖潜。为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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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角度看，有四种潜力可挖。第一是生物潜力，目前的生物产量。远未达到生物的潜在生 

产能力，如江苏省水稻产量在平均亩产 500 的基础上，又有大的提高。常熟外向型农业示 

范区亩产已接近700k。省农科院培育的“两优培九”，亩产 650--700kg．因此，通过品种培 

育及提高有机物合成、转化和储存。粮食产量可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提高。第二是环境潜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栽培技术的任务之一就是改善或充分调节环境条件．特别是包括光、气、 

水、肥、土、热和病虫害等外部环境条件。全国现有 2／3的中低产田，通过改善环境条件同样 

具有较大增产潜力。第三是空间潜力，指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如开垦滩涂地．土地退耕。水面 

种植等的水平拓展．立体式与垂直栽培式的垂直向拓展等均可大大增加利用空间。产量可 

成倍增加。第四是时间潜力，指延伸可种植时间或复种指数提高，通过地膜、大棚、温室，使 

踉来不能种植的时间变褥可以利用，特别是设施农业的发展使反季节生产成为可能；双季或 

三季的耕作制度。也将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新种植方法的建立，有再实施的可能。总之，为 

了充分发挥这四种潜力．现代农业科技与农业的配套政策不可少．其中土地政策解决护农， 

科技政策解决为农。农业政策解决务农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加速实现农业的科技进步。 

4．继续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当前农村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抓3 

点，第一，优化农村科技产业结构。应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科技力量进行台理配置。第二。 

重视农业科技队伍的优化与布局，地区之间进行人才交流．达到布局合理。第三。加强国内 

国际之间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台作．扩大开放度，不断引进技术与人才．壮大地区科技力量．促 

进农业科技发展。此外，加大科技投入是实现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保证，应争取本世纪末使 

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 0．5～0．7％以上(当前我国农业年总产值为35亿)，世 

界农业科技投入平均为农业总值的1％，发达国家为 5％。 

3．4 必须面对“入贸”现实．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哪 )后，在农业面临国际竞争的严螋形势下．全国农业发展 

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将影响我国今后农业发展前景与命运。对此，已引起国内外的广泛 

关注。 

3．4．1 我国农业加入“世贸”后，其有利影响有以下几点 

1，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业生产结构将得到改善．表现为玉米、小麦、油料、大豆及棉花的播 

种面积及总产量将逐年减少。而园艺作物(蔬菜、水果、花卉)将有所扩大，畜牧业(除牛奶厦 

羊毛外)将得到发展。 

2．畜产品将显著增加，猪肉出口到 2005年将超过 400--600万吨。 

3．消费者的生活福利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到2005年．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农产品价格 

将下降，小麦 142 332元／吨，玉米 240～324元／吨，大豆 400～598元／吨，大米也显著下 

降．这将给消费者带来福利。 

4，食品：bat行业发展潜力将显著提高。 

3．4．2 加入“世贸”后，给农业将带来的不利影响 

1，种植业将相对萎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玉米．估计到 2005年将减产 560～1000万吨。 

2．粮食自给率下降。将从95％下降到92％甚至更低，其中细粮 自给率保持95％。但饲 

料粮。特别是玉米将自由出口转为进口．2000年进 口300万吨．2005年进口将达 2700多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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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就业率将进一步减少。至2005年农业就业将减少 400—1000万人。这将给社会 

带来新的就业间题。 

4，短期内，中低收入阶层，以种植业为主及贫困地区以种粮为主的农 民。可能成为主要 

受害者，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交通闭塞，经济差距大。 

另有人认为，我国农业“入贸”后，将面临用行政手段限制粮食进口的路子会越来越窄， 

粮食的自给率可能会由95％降至 90％；增加农民收入的出路。应从种植业向畜牧业等方向 

转变。 

3．4．3 几点建议 

1，农业贸易发展应从进口农业替代品转向出口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战略，在发挥我国比 

较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基础上，大力发展饲料、畜牧，集中发挥劳动 

密集型农产品(蔬菜、水果、养殖品)及技术密集型产品(花卉、药果、经作)等。 

2，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应从农业市场价格调控向全面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益。降低 

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方向转变，而增加科技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降低 

成本，提高质量的有效途径。 

3，由食物安全向口粮安全的方向转。今后主要是进 口饲料(玉米)满足畜产品需求。面 

大米、小麦依靠科技进步完全有可能达到 95％自给率，同时，利用世界资源和国际市场。努 

力发展创汇农业，进口粮、袖、饲料及农业原料。出口水产、蔬菜、肉、水果、花卉、精加工食品 

等。总之，我国农业加入世贸后的变化复杂，影响甚大，对此问题应引起重视与认真研究。 

4 对江苏省当前农业发展有关问题的思考 

当前江苏省农业发展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全省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二是丘陵地区农业 

的综合开发。 

4．1 江苏省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问题0 

江苏省1998年播种面积为 800万h 。其中粮食种植面积 595万 。总产超过 350 

亿kg，其中水稻达205亿 k函单产达 8820kg／hm2，小麦总产 100亿 kg．单产超过 45oo~g／ 

h ，玉米总产28．7亿 kg，单产达6o6o~7h 。从粮食生产结构看，比较单一，夏粮占i／3， 

秋粮占2／3，夏粮中小麦不断增大。由1980年的种植面积 63．3％增至1998年的87、9％。秋 

粮中稻答占89％ 上。粮食品质较差，如红皮小麦，部分中梗稻，部分杂交籼稻品种均处于 

退化。从粮食消费的需求情况看，出口粮为主的粮食，目前呈平稳减少趋势，而饲料需求增 

长快，1998年全省消费粮食约319．5亿kg(人均消费447kg)比全国人均高 57kg，而全省总 

量为350亿k函因此全省余粮达 30亿 kg，其中，小麦有 15亿 kg剩余，属自给有余省。但另 
一 方面全省粮食消费结构表现为“口粮有余。饲料不足 ，“稻麦有余，玉米不足”。1998年全 

省稻谷消费174．5亿kg，而饲料粮自1984年以来每年按5％递增，至1998年达66．5亿 。 

1985年以来，全省玉米消费增加了40％，而生产仅增加 I7％．缺口一半以上。当前，全省有 

近1000万亩复种耕地面积的调整空间，可以而且需要进行种植结构的调整，以适应今后农 

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0 江莽省种植业结构现状与调整思路。江苏省农林厅 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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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兹对全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提出以下建议。 

1．在确保粮食综台生产能力提高的前提下．坚持确保口粮自给有余。首先要稳定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对苏南、苏中、淮北区域粮食生产基地．要稳步发展。必须确保250亿kg粮 

食的基本要求，加大行业用粮与饲料用粮的市场调节力度．同时依靠科技引进优质、高产、抗 

逆的水稻品种，改善水稻品质，并利用国内外市场．有进有出提高市场竞争力。 

2，园地制宜多途径、多层欢、多模式地搞好种植业结构调整。首先应考虑在提高优质品 

种，经作比重及优势产业刨汇比重的前提下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水稻种植面积可适当调 

减，着重提高优质比重。总产稳定在160亿1￡g较宜。调整区域集中在易涝易旱的淮北、里下 

河、沿海部分地区及丘陵地区．经营重点转向高教经作，特色林果，水生养殖及水产蔬菜等， 

同时应突出品质，提高质量，创名牌，面向市场。小麦生产重点转向苏北，同时应压缩劣质品 

种(如淮南红皮小麦，应根据情况逐步压缩)，逐步提高小麦专用程度，扩大麦田套种．开发冬 

季农业，提高综台发展效益。油菜生产可按实际情况，加快发展“双低 品种，开拓市场．建立 

名牌。棉花调整主要是创立稳定的商品棉基地，提高质量。要加强畜牧业及牧草饲料的发 

展．要特别注重蔬菜以及反季保鲜加工蔬菜的发展，这是刨汇农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全省 

蔬菜种植面积已达 33万 hm2，是全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区之一，应该继续发挥这一优势。 

3，提高科技含量．大力加强品种培育与品质提高的研究。依靠生物工程技术．力争在作 

物品种和产品质量档次上求新突破，水稻应培育与引进优质、高产、抗逆的新品种，小麦应培 

育优质专用品种，并逐步推广。培育刨汇农产品．建立主导农业与农业支柱产业．大力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将生产、加工、流通结合起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提高农业生产的综 

合效益。 

4，重视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今后农业投入的方向应着重在加强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加强高产稳产田建设．农田水利，治水改土，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建设 

等方面，以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同时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必须以增加农民 

收入为前提，园地制宜，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与市场优势统一起来，形成适合市场多元需求 

和反映区域分工特色的农业经济．使不同地区农民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4．2 加强宁镇扬丘陵地区开发，促进农业发展 

宁镇扬丘陵地区位于本省西南。总面积 1．13万 km2，占垒省 1／6。其中丘陵占76．5％， 

平地占 23．5％．除 467hm2耕地外．其余 86．7万 hm2均为旱地及韩 地，本 区人均土地 

0．27hm2
．耕地0．1hm2，林地0．04hm2．水面0．03hm2，是全省水资源较多．劳动力较充裕，生 

产潜力较大的地区。本区土地资源开发优势是：第一，兼有山、丘、岗、圩复台地形特点．利于 

综合开发。第二，人口密度较低，土地较多，劳力有余，开发潜力大，易于结构调整。第三，农 

业生产水平中等，产品基本自给，增加投入效率高，发展商品潜力大。第四，无严重农业限制 

因素，如洪涝盐碱等，易于改善生产条件。土地贤源开发存在的问题是水土流失较重，水资 

源缺乏，肥力较低，农业结构单一，农业经济实力及工业基础薄弱。 

由此可见，本区应成为我省丘陵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农业建设的重点区。特别是在当 

前全省种植业进行调整的形势下．整个丘陵地区的发展方向．应为我省农、林、特产品的集中 

发展区，使全省生态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改变丘陵地区农业发展的面貌。 

针对上述情况，丘陵区土壤开发应遵循以下原则t1，按地形从“小而全”到“整体进行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88· ± 壤 1999年 第 6期 

展；2，从资源劳力密集型农业逐步走向技术资金塑；3，应发展多样性生物种植结构与农业复 

合系统；4．搞好“立体”农业布局，发展林、果、茶、油、栗、桑等，形成粮、饲、肥、经等复合结构。 

并加强农、林、牧、副、渔及种、养、加等全面发展。总的说来，这些原则应与整个丘陵地区生 

态农业建设的。五化”目标相结合。即；绿色化．丘陵高处建立生态林、小流域植树造林。对水 

土流失进行综合治理；产业化，建立以经济林、果树为主的规横与支柱产业，形成产业化群i 

立体化，建立生态系统的立体结构．发展间套系统与名特优生产基地；无虫害化．发展无虫 

害、无污染的绿色商品与加工业．建成丘陵地区无虫害商品基地；休闲化．生态农业与观光旅 

辩相结合。建立体闲生态农业区．满足人民生活质量要求。 

从当前看．我省丘陵地农业开发正迅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效果。溧水县有 2．53万 b．m2 

丘陵地，现已分区进行开发．南部种杨梅、板栗、茶叶、用材等，并发展畜禽养殖：北部种植黑 

莓．黄花梨，水密桃；湖区发展油、桑、水产、水禽；秦淮河区发展经林等多种经营。该县付家 

边农业科技园段林小流域治理及丘陵龙头企业的发展都已具规模。值得提出的是，1997年 

在甸容白兔建立的20h 科技圊巳引种数十种果树、蔬菜、草莓、杨梅、桃、李、枇杷等新品 

种，成为丘陵地区的开发样板。溧阳市是我省唯一被国家确定的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范县 

(市)，目前在丘陵地区已初步建成 0．67万 }m 板栗，0．40万 hra2茶叶，0．33万 hm2桑。 

Ct677Yhmz竹．30万只良种山羊，全市还有0．67万 丘陵地可供开发利用，当前在丘陵区开 

发上巳初步形成区域化、规模化生产格局，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为了全面搞好整个丘陵地区的开发建设．兹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目标，摘好规划。将占全省 1／6的丘陵地区作为全省生态农业建设的重点来抓。 

按前述的“四项原则”与“五化目标”，对不同地区进行因地制宜的总体规划．并制定不同阶段 

的实施方案．由全省统一布置．推动实施。 

2．依靠科技，不断创新。丘陵地区开发必须依靠科技，抓紧培育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提 

高产品品质．突出新项目．不搞重点样板，创造新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走向市场，参与竞争。 

3．调整结构，探索机制．与地区种植业结构词整相结合。例如溧水县 1．73万 tn'n2小 

麦．今年只种0．8万 tn'n2．另0．53万 hm2种什么?溧阳市大面积红皮小麦．今年如何进行品 

种调整?所有这些问题均需因地制宜，提出合理方案并探索新的管理机制．才能收到良好效 

果。 

4，争取速度，壮大发展。省及地区应加大经费投入与组织管理力度，像建设。海上苏东” 
一 样，在丘陵地区进行点面片布局并建设成各个规横性的生态农业产业群，形成我省及全国 

生态农业开发的样板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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