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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2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原则是农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决策要素。河西地区粮食作物(主要

指小麦、玉米)种植面积应限制在一定生产规模,主要满足本地区需求,最好不要将河西地区作为/ 商品粮基地0。而应该将

发展草、蓄产业基地、特色经济作物产业基地和高标准制种产业基地的/ 三基0农牧产业作为河西地区主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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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原则是农牧业结构
调整的基本决策要素。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中

期就开始重视依据水资源的特点确定农牧业发展模式, 宜农

则农,宜牧则牧,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获得

了较高的经济产量。美国在中东部形成了以充分利用自然

降水特点的小麦带、玉米带, 中西部干旱少雨以天然林、草植

被保护, 适度发展畜牧业为主的生态农业模式;欧洲大部分

国家均以自然降雨较为丰富的平原宜农区发展农业生产, 山

地或雨水相对较少的地区则以林、草牧业为主。法国南部是

典型的高山地区,这里日照时间长, 气候相对干燥,山上是茂

密的森林、山下是广袤的草地, 除了适度的畜牧业生产以外,

最大的产业就是以森林和草地为中心的旅游业。澳大利亚

则是以自然生态保护为特点的农牧共同发展的混合结构类

型;以色列由于国土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原因, 最终选择成本

相对较高、从异地调水的节水灌溉高效农业。可以看出: 作

为农业命脉的水,无疑是决定各个国家农牧业发展模式的首

要因素。尤其是水资源相当缺乏的国家和地区,水成了最终

的决定因素。

一、河西地区的水资源现状

位于我省西北部的河西走廊, 东起乌鞘岭, 西至甘新边

界,南倚祁连山, 北邻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辖武威、

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 5 市, 总面积 27. 1 万平方公里, 现

有耕地 948. 64 万亩, 人口 476. 06 万。区内疏勒河、黑河、石

羊河3 条内陆河从西到东分布。全区的水资源可以从四个

方面来分析,即地表水资源、地下水资源、可利用水资源以及

水资源利用现状。

(一)地表水资源。

1.降水量: 河西内陆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总量 358 亿

m3 ,折合平均年降水量 139mm。河西走廊由东向西、由南向

北降水量由 160mm 减到 36mm。祁连山区高雨带年降水量

400~ 700mm。年内分配不均:降水量年内分配, 具有汛期多

而集中,春季少而不稳, 冬季雨雪少的特点。汛期 6~ 9 月降

水量占全年的 60% ~ 80% , 春季 3~ 5 月占 20% 左右, 冬季

12~ 2月雨雪一般低于全年的 5%。

2.河川径流量: 河西地区河川径流量 55. 641亿 m3, 其中

疏勒河(含大小哈尔腾河 ) 18. 932 亿 m3, 黑河 20. 942 亿 m3,

石羊河 15. 767 亿 m3。

3.冰川水资源: 冰川融水是河西内陆河流的一个主要补

给来源, 河西祁连山区共有冰川 2444 条, 面积 1657 平方公

里,冰川储量为 801 亿 m3。河西走廊大小 56 条河流中, 直接

受冰川补给的河流有 24 条, 每年补给量 9. 46 亿 m3, 约占内

陆河年径流量的 13%。按水系分: 疏勒河 (含大小哈尔腾

河) 6. 43 亿 m3, 占 31. 8% ,黑河 2. 45 亿 m3, 占 6. 7% , 石羊河

0. 58 亿m3,占 3. 7%。

4.入境水资源: 指从外省入境到本省内的水资源量。河

西内陆河入境水量集中在黑河流域, 全部从青海省流入。多

年平均入境流量为 14亿 m3。

5.出境水资源: 指从省内流出到省外河川的水资源流

量。河西内陆河出境水量集中在黑河流域,多年平均出境流

量 5. 7 亿 m3。

以上 5 项合计形成河西内陆河地表水资源总量 60. 78

亿m3,人均水资源量 1258. 33m3, 耕地亩均 640. 7m3。分别略

高于全省水平人均水资源量 136. 1m3、耕地亩均 557m3。如

果按河川径流 55. 641 亿 m3 计算, 其人均、亩均占有量分别

为 1168. 781m3和 586. 535m3。其数量仅为全国人均、亩均占

有量的59. 22%和 33. 87% , 是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地区。在开

发利用时,如果不考虑这一现实,不仅该地区的工农业生产

将很难获得最佳经济效益,而且,由于工农业生产用水挤占

了生态用水后,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极大地增加了工农业生

产和人们生活成本。河西内陆河人均、亩均占有自产水资源

量见下表 1:

(二)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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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水资源的数量。

表 1 行政分区人均、亩均河川径流量表
行政
分区

河川径流
量(亿 m3)

人口
(万人)

人均
( m3/人)

耕地
(万亩)

亩均
( m3/亩)

酒泉地区 18. 831 95. 76 1966. 478 165. 39 1138. 582

嘉峪关市 0. 01 16. 1 6. 211 4. 26 23. 474

张掖市 29. 342 126. 41 2321. 177 322. 31 910. 365

金昌市 0. 519 45. 55 113. 941 69. 57 74. 601

武威市 6. 939 192. 24 360. 95 387. 11 179. 251

河西地区 55. 641 476. 06 1168. 781 948. 6399 586. 535

全省合计 286. 207 2519. 37 1136. 1 5138. 55 557. 0

  河西走廊平原区地下水总补给量 60. 17 亿m3, 扣除井灌

回归补给量后,纯地下水资源量 51. 43亿 m3。山丘区地下水

资源量24. 74 亿m3 ,扣除重复补给量侧向流出和河川径流回

归补给量后, 地下水资源量 58. 23 亿 m3。其中, 平原区地下

水总补给量中,与地表水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为降水入渗和

山前侧向补给,合计 5. 29亿 m3。

表 2 河西地区地下水资源总量表   单位:亿 m3

地区
总补给量

山丘区 平原区 合  计

平原区与
山丘区重
复计算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地表水与
地下水重
复计算量

纯地下水
资源量

酒泉地区 8. 72 23. 96 32. 68 6. 13 26. 55 25. 07 1. 48

嘉峪关市 0. 01 0. 75 0. 76 0 0. 76 0. 74 0. 02

张掖市 12. 82 15. 89 28. 71 9. 3 19. 41 16. 93 2. 48

金昌市 0. 11 1. 96 2. 07 0 2. 07 1. 82 0. 25

武威市 3. 08 8. 87 11. 95 2. 51 9. 44 8. 53 0. 91

河西地区 24. 74 51. 43 76. 17 17. 94 58. 23 53. 09 5. 14

全省合计 128. 54 67. 87 196. 41 27. 97 169. 32 160. 59 8. 73

  2.地下水资源的可开采量。

河西地区地下水可开采量是根据5内陆河流域地下水资

源6和/九五0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5西北地区水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6提出的河西地区地下水可开

采系数 0. 5 计算得来。地下水可开采量是指在经济合理、技

术可能和不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质恶化及其它不良

后果情况下,可供开采的地下水资源量。一般来说, 平原地

区地下水水质较好,水量较多, 埋藏浅, 易于开发,是地下水

开采的主要地区。这里没有考虑今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等单位/ 西北地区地下水资勘查战略研究0报告中公
布的在民勤盆地腾格里沙漠边缘 600 多米深处找到单井日

出水 2000m3的地下淡水。因为地下水位太深, 使用成本太

高,暂时不能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用。

河西走廊是我省地下水主要开采区, 早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初, 由于水利化程度较低, 中下游地区泉水露头, 沼泽成

片,植被茂盛。随着水利化的不断提高, 地下水补给量逐年

减少,开采量增加, 地下水位下降,植被退化、土地沙化、生态

环境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相继出现。这一现象在石羊河流

域更加突出 ,在敦煌南湖地区和黑河下游地区也不容忽视。

80 年代初期, 石羊河流域渠系水利用系数在 0. 5 左右, 地下

水开采量在 9. 8 亿 m3 左右, 全流域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

转换比较协调,没有发生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是地下

水补给与开采的相对平衡阶段。本地区地下水资源量 58. 23

亿m3, 可开采系数 0. 5, 可开采地下水 28. 3 亿 m3, 平均年开

采量为 15. 81 亿 m3。现状是年开采量已超过 20 多亿 m3, 仅

石羊河流域地下水开采量就超过 17 亿m3。

(三)水质情况。

1.天然水质。河流水化学特征主要受降水量和土壤含

盐量等自然条件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分布规律,一般

降水量充沛地区河流矿化度低,干旱地区河流矿化度高。

河西内陆河流均发源于祁连山区, 河流水质较好。南部

一般小于 400毫克/升,北部一般增至 500~ 1000 毫克/升, 用

于灌溉不成问题。祖厉河高达 5000~ 10000 毫克/升,是我省

著名的苦水河。

2.河流泥沙。河西内陆河各流域年输沙总量 0. 11 亿

吨。

3.水污染现状: 各流域水质基本良好,但在部分河段, 特

别是城市下游段污染比较严重。各主要河流, 从宏观上综合

评价,水质尚属良好; 从微观上评价,玉门石油河等河流水质

污染较重,且呈逐年加重趋势。黑河张掖以下、石羊河中下

游受到城市及工业用水的污染。

4.地下水水质。河西地区各流域下游平原大部分地区

地下水水质较差,只能勉强用于灌溉。而在昌马灌区北石河

沿线、敦煌北部、安西西部西湖乡及花海乡毕家滩西部等地

区地下水水质很差,不仅不能作为饮用水, 甚至不宜用于农

业灌溉; 黑河流域地下水天然水质量状况绝大部分地区较

好,城市周围地下水水体污染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含氮量、

挥发酚类、汞等超标, 局部地区不能饮用。下游地区水化学

成份以天然状态为主, 但随径流长度增加, 盐份含量增加乃

至不能饮用。但总体来看, 地下水中溶解氧、及氮含量均符

合生活及灌溉水质标准;石羊河流域下游地区的地下水水质

状况总体较差,大部分地区为重度污染,特别是北部盆地地

下水水质急剧恶化,为严重污染带, 不但不能饮用, 而且灌溉

也存在一定问题。

(四)水资源总量。

河西内陆河各流域平均水资源总量 74. 803 亿 m3, 其中

地表水资源 69. 663 亿m3,占水资源总量的93. 1% , 与地表水

不重复地下水资源 5. 14 亿 m3, 占 6. 9%。在地表水资源中

有入境水资源 14. 022 亿 m3。因此, 河川径流 55. 641 亿 m3

加上地下水资源 5. 14 亿 m3, 河西地区实际自产水总量只有

60. 781亿 m3。如果按照水利部下达的52000 年黑河流域水

量调度预案6要求/ 今年莺落峡来水相当于多年平均 15. 8 亿

m3时,正义峡下达水量 8 亿 m30的下泄水量分水指标计算,

黑河流域只有 7. 8 亿 m3的过境水。张掖市的水资源总量就

只有 39. 62 亿 m3, 河西地区水资源总量也需调整到 68. 581

亿m3。河西地区水资源总量分布及人均、亩均占有量见表

3。

(五)用水量现状。

用水量是指通过供水系统分配给各用户的包括各种损

失在内的总水量。分析时按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四大用

户进行。农业用水分农田灌溉和林牧渔业用水; 工业用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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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城镇工业、农村工业用水, 其数量为一次取用水量,不包

括企业内部重复利用水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农村居

民生活和牲畜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是指治沙造林等生态建设

用水。现状实际用水量见表 4。

表3  河西地区人均、亩均水资源量表
行政
分区

水资源总
量(亿m3)

自产总水
资源(亿 m3)

人口
(万人)

人均
( m3/人)

耕地
(万亩)

亩均
( m3/亩)

酒泉地区 20. 31 20. 31 95. 76 2120. 93 165. 39 1228. 01

嘉峪关市 0. 03 0. 03 16. 1 18. 6340 4. 26 70. 42

张掖市 45. 84 31. 82 126. 41 2517. 21 322. 31 987. 25

金昌市 0. 77 0. 77 45. 55 169. 45 69. 57 110. 68

武威市 7. 849 7. 849 192. 24 408. 29 387. 11 202. 758

河西地区 74. 803 60. 781 476. 06 1276. 75 948. 639 640. 718

全省合计 584. 766 294. 937 2519. 37 1170. 6 5138. 55 574. 0

  

表 4  河西地区现状实际用水量表   单位:亿m3

行政分区 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 城镇生活 农村生活 总用水量

酒泉地区 25. 350 1. 485 0. 155 0. 125 27. 115

嘉峪关市 0. 716 0. 783 0. 090 0. 004 1. 593

张掖市 20. 875 0. 623 0. 102 0. 219 21. 819

金昌市 4. 745 1. 210 0. 145 0. 048 6. 148

武威市 19. 464 0. 481 0. 098 0. 264 20. 367

河西地区 71. 15 4. 58 0. 59 0. 66 76. 99

全省合计 96. 062 10. 297 2. 875 3. 485 112. 092

  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河西内陆河流域是典型的资源型
缺水区域。但是, 表 3、表 4 河西地区水资源总量 68. 581 亿

m3 和实际用水量 76. 99亿 m3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 该区域在

未计生态环境用水量的情况下,实际用水量就已经超用水资

源量8. 409 亿 m3。农业灌溉是用水大户, 占总用水量的 92.

42%。酒泉地区和张掖市水资源总量相对充足。但是,地处

石羊河流域的金昌市和武威市却严重超标用水, 超用水量达

17. 896m3 ,实际用水量是水资源总量的 307. 63%。显然是超

采了该流域地下水资源。据统计: 在全省有数万眼机井中,

武威就占了 95%以上, 而民勤县就有 1. 1 万眼机井。如此结

果导致了石羊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自 1990 年以来, 每年超采

地下水 10多亿 m3 ,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已造成地面沉陷,

流沙南侵,耕地沙化等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目前, 该流域

已有 300 多万亩耕地和林地退化, 225 多万亩草场退化、60

多万亩耕地因而被迫弃耕,在绿洲的外围有几千万亩流沙,

几百个风沙口不停地向前进犯。流沙以平均每年 3~ 10 米

的速度向绿洲推进。上个世纪 60~ 70 年代随处可见的茂密

的野生植物因地下水下降也大量枯萎,民勤县已有13. 5万亩

沙枣林衰败, 35万亩白茨、红柳等天然植物处于死亡半死亡

状态。1993 年和 1996 年的两次黑风暴震惊全国, 造成经济

损失数亿元。近几年来,每年 3~ 5 月份侵袭西北、华北、东

北西部、黄淮地区,甚至于江淮地区的沙尘天气仍然是起源

于民勤、古浪以及河西其它地、县的荒漠裸露地面,或者是由

于黑河流域河西境内超量引用水,导致下游地区几十万亩沙

生植被相继死亡,而造成了沙尘源。

(六)根据水资源量确定农牧业发展模式是河西地区的

自然选择。

据地质和气象专家研究结果认为:河西地区在其历史形

成之初就是荒漠草原性气候。进入人类历史以后该地区就

成为荒漠与绿舟农牧业共存的原始生态体系, 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人口的增加,这种生态体系仍然能自我协调自我修复,

没有出现大的生态破坏和失衡。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由于人类活动的急聚增加,绿舟农业的无限扩张, 这种生态

平衡才被打破。其结果是短期内局部地区粮食和农业经济

的快速增长,换来了数以百亿计的生态环境的直接损失和因

沙尘暴带来周边省区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的损失。有人计算,

开垦一块荒地所获得的产值, 需要用 50 倍以上的代价来治

理由于农业生产带来的荒漠化。甚至有些较大面积的荒漠

化将变成永久性沙漠,而不能治理。其原因就是无限扩张的

绿舟农业超临界用了维系环境植被的水。那么河西地区究

竟可以发展什么样的农业? 发展规模有多大, 用多少水?

前面已经统计分析了河西地区水资源总量是 68. 581 亿

m3。2001年工业用水是 4. 58 亿 m3, 生活用水是 1. 25 亿 m3,

生态用水未计。如果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按 7%的增

长率,那么用水增长也按 7%的增长率计算。到 2005 年, 如

果先保证工业用水 9. 51 亿 m3、生活用水 2. 55 亿 m3 和生态

用水2 亿 m3, 共计 14. 06 亿 m3 ,农业可用水就只有54. 521亿

m3。假如通过技术改造后, 水地平均毛灌溉定额由现状的

648m3下降到 600m3,实现自流灌区和提灌区常规节水化、井

灌区管道化、经济作物微灌化。农业用供水利用率由现在

58%提高到 70%的情况下, 可以灌溉 636. 078 万亩耕地。如

果不进行渠系改造、管道化输水、增加库容调畜能力和微灌等

节水技术,按目前农业可用水资源总量 54. 521 亿 m3 计算, 实

际有效灌溉面积只能达到 487. 997 万亩。比 2002 年甘肃省统

计局公布的河西地区有效灌溉面积752. 805万亩要低。但是,

从表5 可以看出因干旱造成的受灾面积就达 396. 72万亩(每

一年的旱灾情况都在此面积上下浮动, 而且呈逐年上升趋

势) , 实际可以保证浇灌的农作物面积只有 530. 73 万亩。而

且,武威、金昌靠井灌超采10 多亿 m3 地下水来保证近 200 万

亩农作物面积。因此, 上下一加减平衡, 实际有效灌溉面积

487. 997万亩的测算是基本符合河西实际情况的。

表 5  河西地区耕地、有效灌溉和旱灾面积   单位:万亩

行政

分区

耕地面积

(万亩)

其中

水地 旱地

有效灌溉

面积

旱灾

受灾 成灾

酒泉地区 165. 39 165. 39 165. 105 4. 2 2. 58

嘉峪关市 4. 26 2. 64 1. 62 4. 245 0. 165 0. 06

张掖市 322. 31 1. 009 321. 3 230. 025 213. 24 175. 4l

金昌市 69. 57 69. 57 62. 745 36. 975 29. 115

武威市 387. 11 387. 11 290. 685 142. 14 120. 195

河西地区 948. 639 3. 649 944. 99 752. 805 396. 72 327. 36

全省合计 5128. 270 20. 020 5108. 25 1473. 45 1634. 745 1249. 95

  以上分析在满足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和实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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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节水、调水措施的情况下 ,农业可用水 54. 521 亿 m3 , 可

以灌溉 636. 078 万亩耕地。如果按照近年来河西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所占比例 53. 644% 来计算 (见表 6) , 则粮食作物

(主要指小麦、玉米)种植面积可达 341. 218 万亩。按近年来

河西粮食作物平均单产 500 公斤计算,可生产粮食170608. 84

万公斤。按 2001年河西人口 476. 06 万人计算, 人均占有粮

食358. 77 公斤。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最低300公斤/

人的粮食安全标准,在不计算薯类杂粮的情况下已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因此,河西粮食作物 (主要指小麦、玉米)种植面

积从目前的 497. 52 万亩缩减到 341. 218万亩是基本合理的。

随着农业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特别是节水技术和高产优质

新品种的推广应用, 河西粮食作物还有较大幅度的增产潜

力。2001 年酒泉、嘉峪关平均单产已突破 553. 43 公斤和

575. 04 公斤的大关。因此,在/ 十#五0期间,河西粮食作物整

体增加 10%的总产量是有可能的, 可以进一步满足该地因

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需求。

表 6 2001 年河西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   单位:万亩

行政
分区

农作物
面积

粮食作
物面积

其中 经济作物

小麦玉米 棉花油料
蔬菜面积果园面积

酒泉地区 186. 21 42. 105 37. 26 69. 72 21. 06 26. 475

嘉峪关市 5. 52 1. 59 1. 53 2. 1 1. 905 0. 675

张掖市 312. 10 169. 185 98. 175 65. 475 19. 455 54. 015

金昌市 67. 5 47. 055 28. 02 7. 56 5. 745 3. 225

武威市 356. 115 237. 585 184. 575 43. 05 29. 385 25. 425

河西地区 927. 45 497. 52 349. 56 186. 045 77. 55 109. 69

比例
( 100% )

100 53. 644 37. 69 20. 06 8. 36 11. 85

总产量
(吨)

1972507. 1 863256. 97 218076. 48

  河西地区粮食作物 (主要指小麦、玉米) 种植面积按

341. 218万亩的生产规模,主要满足本地区需求,没有外销能

力,所以, 最好不要将河西地区作为/商品粮基地0。
二、河西地区农业发展的主导方向

发展草、畜产业基地、特色经济作物产业基地和高标准

制种产业基地的/ 三基0农牧产业应该成为河西地区主导方
向,这是因为:

1.自然资源有优势。河西地区日照时间长, 年日照时数

平均 2500~ 3200 小时,光热配合良好, 适宜于饲料与糖分含

量高、纤维长和粗蛋白农作物。作为名、优、特农产品生产基

地,不仅产量高、品质好、风味独特, 还因昼夜温差大、气候干

燥、病虫害难以滋生, 很容易实现无公害生产。作为制种基

地不仅种子籽粒饱满、千粒重高、病虫害少、发芽势强和商品

性状好, 而且, 有大块荒漠和戈壁作为天然屏障, 制种纯度

高,是我国内陆最好的制种基地之一。

2.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还水为/ 三基0农牧业提供了条

件。实行保基本农田灌溉和保生态用水退出来的 321. 442

万亩耕地 ( 2001 年末实有耕地 948. 639 万亩, 当年已退地

8. 880万亩) ,可以全部用于种植牧草或恢复自然植被。如果

将留下的 2亿 m
3
生态用水加上 3~ 5 亿m

3
生活和工业排放

水经回收处理后用于生态水共计 5~ 7 亿 m3, 全部用于退出

来的 321. 442万亩耕地, 则每亩平均可以保证 155. 55~ 217.

77m3水用于浇地。当然, 人工种植牧草采用设施节水浇地,

用水量不超 100m3, 多余的水可以再扩大 200~ 300 万亩人工

牧场。在河西地区种植紫花苜蓿 1 亩可产干草 500 公斤, 经

草粉加工企业按每公斤 0. 6 元收购, 亩产值为 300 元, 扣除

各种费用支出,纯收入近 200 元。而种粮纯收入一般不超过

100元。草粉的生产加工是一项新兴的朝阳产业, 草产品在

国际国内市场十分畅销。国际市场每年向我国求购草粉

1000万吨, 仅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每年需求苜蓿粉就

达250万吨以上, 这些地方主要从美国、加拿大等国进口草

产品,因运费较高, 同样的草产品要比我们的价格高 1~ 1. 5

倍;从国内市场看, 目前全国每年草产品需求缺口达 450 万

吨。因此,如果将退出来的 321. 442 万亩耕地和再扩大 200

~ 300 万亩人工牧场全部种成优质牧草, 也只能产 260~ 310

万吨干草, 还填不上 450 万吨的缺口。但可创产值 15. 6~

18. 6亿元的产值。当然利用 500~ 600 万亩人工牧草基地发

展农区畜牧业, 则可以养殖 300~ 400 万只羊或 50~ 60 万头

肉牛,又可以增加 5~ 6 亿的畜牧业产值。

3. / 三基0农牧产品都是我国加入WTO 以后的竞争性农

产品。据国家信息中心调查分析,我国生产的玉米、小麦、大

豆等粮食品种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 20% ~ 30%。原因是,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生产仍然是分散的

小规模经营为主,综合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低下, 生产成

本高,属于没有竞争优势的敏感性农产品。可以归为此类的

农产品有:大豆、油菜籽、植物油、玉米、棉花、食糖、大麦和小

麦等,农业发达国家的此类农产品很容易涌入国内同我们抢

市场。现实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大豆种植业已经被挤到/ 破
产0的边缘。另一类是竞争性农产品, 如畜禽产品和瓜果、蔬

菜、花卉、中药材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有资源优势和生产优

势。因为劳动密集型有利于体现我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 再

加上这些农产品的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比较优势就显得更

加突出。此类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和成本比其它国家

相对较低。

4. / 三基0农牧产业对甘肃全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意义

重大。畜牧水产产业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志,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在农业经济中

的比重一般都超过 60%。甘肃是发展畜牧业的优势地区,

作为农业产业结构中的转化效益和后续效益大的产业, 不仅

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粮食问题, 而且还能成为

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退耕还林还草以后,甘肃畜牧业重点

由过去草原游牧型转化为农区舍养,有利于甘南草场和沿祁

连山草场/减牧0还生态, 确保长江、黄河源头和河西 3 大内

陆河水源涵养和生态屏障。大面积种植饲料作物, 扩大和建

立农区牛羊肉、优质禽类和奶类的生产基地, 实现产业化发

展。

名、优、特农产品产业基地在确保/农村家庭粮食安全0

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根据市场需求, 种植业应

当由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转变为粮食作物、经济

作物、饲料作物、中药材、蔬菜、食用菌、瓜果、(下转第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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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性别,除非特殊情况, 严禁非法私人人流、引产。其次要

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时掌握妇女迁流状况, 及时登

记、统计出生人口, 避免漏登、漏报。同时党和政府各部门各

单位协调、协作, 与社区管理相结合,加强流动人口的计生管

理,避免出现管理的/ 漏洞区0、/ 真空带0。

3.尽快构建完整有效的农村生育保障体系。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已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但这是在相当一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

存在较大差距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条件下才实现的。因此,

首先要采取适当的利益引导机制,对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群

众予以合理的经济奖励与精神褒扬。其次,对于因缺少男性

劳动力而造成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 当地政府和社区、村委

会也应该给予必要的社会支持,使/ 少生、优生0-晚婚、晚育0

与/ 先富、快富0相结合。最后, 要尽快建构以家庭养老为中

心,以社区养老为辅助, 以国家养老为补充的农村养老保障

体系,使群众/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娱有所乐0, 真正解除群

众的后顾之忧,逐步淡化生男偏好。

4.提高妇女地位, 关注妇女健康。事实证明, 社会地位

越高的女性 ,越倾向于少生优生,也更关注自身的发展和健

康问题。因此,我们要关注妇女健康、切实提高妇女地位: 首

先要举办各种培训班、讲座, 在育龄妇女中普及科学的生育

知识和生育文化,使广大妇女从自身健康出发,自觉抵制非

法的人流、引产。其次要真正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增加女性

受教育年限,提高妇女的整体文化知识水平。最后要营造适

合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鼓励妇女迈向社会, 自主创业、积极

就业。

总之,我国农村婴儿出生性别比失衡持续时间之长, 比

例之高,令人震惊, 因此,我们要正确分析, 积极应对,以便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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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1 页)花卉和旅游观光农牧业等多元结构。经济作

物要重点发展优质长绒棉、彩色棉、低芥酸油菜、油葵、甜菜、

啤酒花和酿造葡萄酒等。重点是提高产量、稳定质量、深化

加工、形成产业, 创出品牌,参与国际化竞争。

/ 三基0农牧产业发展容易形成种、养、加、销的产业化生

产带,拉动第三产业发展,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把大部分

劳动力从种植业中解放出来转移到生产效益较高的养、加、

销以及相关的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中去,是河西乃至于甘肃

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一个质的飞跃。甘肃的/ 三农0问

题就迎刃而解了。

5、发展/ 三基0农牧业并不影响甘肃粮食安全。压缩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不再鼓励商品粮基地建设; 粮食安全主要

考虑农村家庭粮食安全和全社会营养安全;安全储备粮从开

放的全国贸易市场和全球粮食系统中解决。去年, 国家对

粮、棉、油实行放开政策以后,打破地方分割、条块分割,行业

分割的局面,有效的促进了粮、棉、油市场及其流通渠道的开

放搞活。形成全国一个大市场。我国的中东部及东北部地

区,自然条件适合粮、棉、油种植, 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

土地流转带来的规模化、现代化种植, 其生产成本进一步降

低,而且没有把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因此, 把中东部及

东北部地区作为甘肃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甘肃名、优、特农产

品的销售市场。实现东西部地区生产与市场互补是一种科

学的、经济的选择。在/ 十五0期间, 甘肃可以适当限制粮、

棉、油种植规模, 种植面积以满足农民自身需要为主。也即

实施农村/家庭粮食安全0战略,商品粮和贮备以外省调运为

主。

近几年,甘肃省粮食储备大约是 9 亿多公斤。如果在全

国粮食市场全面开放以及加入WTO 带来 5%的国际市场配

额调剂,甘肃这样产粮不经济的财政困难省份,还要拿出一

大笔钱来搞粮食安全储备, 其意义就不太大了。当然,甘肃

地方政府常年大约需要 2~ 5 亿公斤粮食用于救灾和救助缺

粮贫困户以及退耕还林 (草 )的补偿粮食。如果把这个救灾

补助数当作甘肃的粮食安全储备数, 那么, 甘肃的后备储备

量将由 9. 6 亿公斤减少到 5 亿公斤左右,甘肃每年大约可节

省资金 4亿元以上, 每年用于储备利息支付一项, 就可节约

4000多万元。如果甘肃把自己放进全国粮食统一市场来考

虑,用于救灾补助所需粮食纳入全国周转储备,那么, 甘肃省

还可以节约全部粮食储备利息。节约的资金投入到改善生

态环境的基础投资或其它比较优势产业中去, 还将获得更高

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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