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进一批适合本区域,营养丰厚, 产量高,出油率高, 品质更加优 良的油料

优质品种,建立专业生产基地, 即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的原则,建立连
片的油菜籽 、胡麻籽生产基地,通过这些基地提 升油料种植规模,进而发挥

规模生产的效应。其次,要教育指导农 民树立品质意识, 在种植上扩大优

质的,淘汰劣质的,在收割打碾 时,要做到单收 、单打 、单放。在运销过程中
要严把质量关,分类分级, 精选定等, 做到优质优价, 以精品占领市场。油
料作物实行订单农业。一是它符合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引导农

民种植结构的调整。二是它有助于农产品的 更新换代, 有助于增加农业产
值,增加农民收入,有效降低农户经 营风险。三是它有助于实现农业的区
域化 、产业化和规模化。四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代表了当前农业发展的先进
生产方式。

2.积极引进资金,盘活国有闲置资产,加快个体私营油坊设备和技术更

新,扩大规模,提高加工能力和加工设备的适应性, 提高产品的深加工能力,
努力开发高附加值的多元化产品。 目前, 陇 西的油脂加工行业存在的问

题,规模小 、技术设备落后;资金短缺 、管理模式落后,是影响油脂企业做大
做强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拓宽融资引资渠道,要积极培育

一批以市场为导向,科 技含量高,加工层次深,带动能力强的油脂加工及购

销龙头企业, 开发新产品,延长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路,开展产 、加 、销 、服
务,引 导千家万户农民调整结构, 扩大油料生产, 以油脂产业的发展繁荣

农村经济,帮助至今仍处在贫困状态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引导已 经解决
温饱的农民走上富裕之路, 共同建设小康社会。具体措施:一是通过采用
出售 、租赁 、合作联营 、合伙办厂等多种形式,加强 对外资金的引进。 粮油

加工厂榨油 、精炼 、浸 出生产线可通过出售 、租借给原厂职工承包的形式盘
活国有资产,吸引资金进行 设备的大修 、改造 、更新,重新启动生产。二是争
取银行和政府的支持,加大对个体私营油坊的扶持力度,进行技术设备的改

造,扩大规模,提高产量,提高技术水平和设备的适应性,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成本,提高效益。反过来,油脂加工能力 、加工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油料
作物在县内的推广种植。

3.粮食 、工商 、税务 、质检 、物价 、卫生等部门要积极配合, 明确职责,合

理分工,各有侧重,加大对油料 、成品油市场的整顿 力度, 严厉打击掺假售
假行为,规范交易行为,使整个油料 、成品油市场健康有序开展。

4.加快结构性调整,实施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陇西油脂产业的发展问
题,最终要依靠市场的手段才能解决,但也 离不开政府 、银行和行政主管部
门的支持。只有通过 结构性调整 、行业间协作把企业规模做大,机制搞活,

实力增强,才能集中精 力解决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因此, 大力发展优
质油菜籽 、胡麻籽的种植;加快在油脂产品的加工上的高技术含量,在高附

加值产品的开发上,开发加工色拉油等油脂产品;在市场营销方面,要加强
购销网络的建设。

陇西,这块希望的热土, 面对西部大开发和加入“世贸”组织, 面 对市

委 、市政府提出的把陇西建设成为陇中区域经济中心和现代化 中等城市的
目标定位,油脂产业的发展前景无限广阔,但面临的形 势 、任务十分严峻,

这不仅需要人们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意 识, 还要善于抓住机遇, 敢于
打破常规,创新思维,真抓实干, 知 难而进, 真正使陇西油脂产业在西部大

开发中,在新 的世纪里有一个大的发展。

陇东地区苜蓿发展现状与对策
章会玲　曹宏

(陇东学院农学系　甘肃西峰　745000)

苜蓿素称“牧草之王” ,是世界上栽培最广泛 、最重要的豆科牧草作物。

种植面积占牧草总面积的 90%以上。苜蓿是豆科植物中株型相对较小的一

种,但它的营养成分却远远高于其他豆科植物。因为苜蓿生长时根部往地

底延伸约 2～ 4 m 的深度,所以能吸收多种养分和矿物质, 食品专家通过实

验分析,发现苜蓿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目前,苜蓿正以其适应性广 、高产

优质 、改良土壤迅速 、经济效益高 、生态功能齐全等特性,在整个世界的农牧

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 、苜蓿发展现状
1.自然环境。陇东是我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一部分,海

拔高度在 885～ 2858m 之间,年降水量 410～ 640㎜, 属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总土地面积 271.3万 h㎡,可耕地面积 65.2万 h㎡,实有用

地 45.1万 h㎡。在实有用地中,原地 16.9万 h㎡,川地 2.5万 h㎡,山地 25.
8万 h㎡。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差,经济效益低下。但本市光能资源充足,

冷热干湿具备,种植苜蓿的综合效益在低产多灾山区远远大于种粮。 我区

草畜业资源比较丰富,境内有天然草地 127.3万 h㎡,占总草地面积的 46.

9%;可利用草地面积 69万 h㎡,占总草地面积的 54.2%;野生牧草分属 98

科 、384属 、749种,全年约产鲜草 28.58万 t,载畜量为 198.88万个羊单位。
天然疏林地 44万 h㎡,干旱原草地 110.5万 h㎡,占总草地面积的 86.82%。

特别是以紫花苜蓿为主的人工栽培牧草和大量的农作物秸秆;有早胜牛 、庆

阳驴 、环县滩羊 、陇东黑山羊等地方名优畜种。据史料记载,陇东地区畜牧

业生产历史悠久,早在距今 3万年左右,就出现原始畜牧业。夏代, “沃野千
里,水草丰美,牛羊衔尾, 群畜塞道” 。 秦 、汉时畜牧业兴盛。《史记》载:“戒

翟之畜,畜牧为天下尧” 。为此, 陇东地区人民有发展畜牧业生产的传统经

验,畜牧业是陇东地区的一大区域经济优势。

2.发展现状。建国后长期以来把畜牧业这个优势丢掉了, 没有很好发

挥,形成了重农轻牧 、以种粮为主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被动局面。其根本

原因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加之不合时宜的一些政策和错误做法的干扰,

使温饱问题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

导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人民彻底得以休养生息。党中央又实施西部大开发

的伟大战略,号召西部人民退耕还林 、还草,改善生态,发展畜牧业,并且从

政策上给予保证,从资金上给予支持。陇东人民抢抓新的历史机遇,畜牧业

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一些企业和个人纷纷投资兴办草畜企业,由

于龙头企业的带动,养殖大户蓬勃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我市草畜业及相关产

业的发展。
3.存在问题。育种没有跟上,原有地方品种混杂退化严重,致使抗逆能

力变差,病虫害严重发生,目前自育品种空白,引进品种不但数量少,而且存

在盲目性,使农民群众承担着巨大风险,导致了种植苜蓿积极性不高。栽培

管理技术落后,刈割利用不科学,种植密度 、施肥 、灌水等环节的研究应用目

前仍处于空白;种植分散,百亩以上的连片种植多集中在山区,交通不便,难

以机械收获和加工利用,种植面积跟不上畜牧业发展的需要,总产量尚不能

满足家畜的需求,只能作为农忙时部分补充饲草,没有多余的鲜草为进一步

深加工提供原料;牧草机具滞后, 目前牧草从播种 、田间管理 、收割 、晒干 、

贮运等环节仍靠人工进行,不但影响产草量,而且营养成分和饲用价值都受

到一定的影响;草畜产业化经营水平低, 优势特色产业重点不突出,产业链

短,缺乏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 草产品加工企业经费严重不足, 退耕种草补

贴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农民种植苜蓿的积极性。

二 、苜蓿发展对策

1.进行品种改良。陇东苜蓿是国内著名的地方品种,其种植历史悠久,

目前种植面积占牧草种植面积 90%。2002年政府将以优质苜蓿为主的饲草

种植列为首要任务,计划到 2005年留存面积 30 h㎡;建成规模化优质紫花

苜蓿基地 6.33 h㎡,陇东紫花苜蓿种子基础 6.75 h㎡;保证每头牛有苜蓿 0.

13 h㎡,羊 0.3 h㎡,苜蓿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陇东苜蓿品种退化严重,

致使抗逆能力变差,病虫害严重发生。因此,科研单位应加快品种改良,进

行地方品种的提纯复壮,解决苜蓿品种混杂退化等问题。与此同时, 积极选

引适合陇东种植的国外苜蓿品种。近年引进的品种,如三得利 、苜蓿王 、金

皇后 、赛特等苜蓿品种品质优良,产草量高。因此,进行苜蓿产业化经营时

应选用进口品种。对引进品种必须测定种子净度 、发芽率 、硬实率及种子生
活力等,特别严格检查有无菟丝子种子。

2.狠抓栽培管理技术,提高苜蓿产量和品质。苜蓿生产的发展,技术是

一个关键。苜蓿种植后管理非常重要,稍加管理与不管理,产量差异很大。

苜蓿种植后的施肥 、中耕锄草 、病虫害防治 、灌溉排水等,是获得高产的重要

措施。因此,利用短期培训等形式提高农民的栽培管理技术,同时总结和提

出优质高产苜蓿生产技术规程。在较短时间内,使苜蓿生产上一个新的台

阶,产生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4.科学利用。适时收获,有利于苜蓿含有较高的营养成分 、消化率和经

济价值。具体来说,主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能收获到最多的营养物质;二
是有利于苜蓿越冬和历年返青;三是避开雨天,要在短时间里收割完。苜蓿

可以刈割后直接饲喂畜禽,也可以进行放牧利用;还可以通过青贮的方法保

持其营养成分,作为冬春季节畜禽的补充饲料。目前, 在进行大规模生产

中,主要把苜蓿加工成干草捆 、草粉和草粒等草产品, 作为商品直接销售。
在现代的草地畜牧业生产系统中,人们必须掌握一整套畜牧业收获、加工和

贮藏技术。

5.坚持龙头企业和项目两个带动,打造陇东苜蓿的品牌。苜蓿在治理

生态 、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国际市场看,邻

国家和地区日本 、韩国 、香港年进口不断增加,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美国 、
欧盟及中亚国家养殖数量逐步减少,将进一步加剧供求矛盾,这为我国畜牧

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创建草业开发,走产业化的道路,结合项目加大

投资力度,吸引外来资金,尽快组建适应草业开发的龙头企业, 及时掌握苜

蓿产品市场信息,提供产前 、产中和产后的服务,以加工和销售带动市场,使

产前 、产中 、产后销售统一管理,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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