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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山区生态产业的现状、问题及高质量发展对策
王仕稳１，３，韦 伟２，山 仑１，毋冰艳３，严梦莹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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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宁南山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探索解决有关问

题的对策，为该地区未来生态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并支撑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并多次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政府管理部

门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和讨论，走访了一些企业员工及农民，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

系统地总结了宁南山区生态产业的现状，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探讨了相应的

发展对策。［结果］近年来，宁南山区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已经

形成了旱地粮食作物生产、草畜业、特色经济林果、冷凉蔬菜及中草药５大主要生态

产业。该区生态产业特色明显，主导产业初具规模且发展态势良好；草畜业、冷凉

蔬菜经济效益较好，对提高农民收入和区域脱贫贡献较大，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因而发展潜力较大。然而，

该区在部分领域还存在生态建设和生态产业发展脱节，生态产业布局和资源匹配不尽合理，产业发展的关

键技术未能突破，科技支撑能力薄弱，产业人才缺乏等问题。［结论］未来该区域应加强产业布局优化和空

间规划工作，协调有关政策法规；破解生态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限制因素，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发展新型生

态产业，注重探索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破解人才困局，解决发展的人才限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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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协调”理念强调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在经济发展方面也从追求数量的增长到
重视质量的提升。环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载
体，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１］。黄土高原等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经过近几十
年的生态建设，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逆转，但
生态环境脆弱性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２］。生态脆
弱区多经济基础薄弱，其经济处于较不发达阶段，发
展经济刻不容缓［３］。为防止大规模开发和不合理利
用导致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再次破坏，生态保护仍是
首要任务。开发规模、强度及经济发展均应受到一定
程度的限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经济高质量发
展已成为当前西部地区生态脆弱和人民贫困地区生
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４］。因此，生态脆弱区面临着
既要保护绿水青山又要创造金山银山的双重任务，生
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利用生态
建设成果发展产业，坚持生态优先，培育特色生态产
业，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是生态脆弱区生态
保护和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５］。

生态产业一般指将生态工程的各项指标运用于
生产经济物品和进行经济服务的各个行业中，使之达
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其包括生态农业、
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三个方面。本文所指的生态
产业主要指大农业领域的相关产业。

当前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时期。本研究在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咨询项目的支
持下，于２０２０年５月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期间，走访了宁
南山区的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和彭阳县的１００多位
农民或有关企业员工，调查了他们对当地环境变化的
体验、主要收入来源及其经营的主要产业种类和效益
情况。同时组织了由１２０多位地方有关领导或专家

参与的调查访问、决策咨询和座谈研讨工作。系统地
分析了宁南山区生态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
探讨了其高质量发展的有关对策，旨在为该区新时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也为生
态脆弱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宁南山区（包括固原市全境和海原县），总面积
１．９８×１０４　ｋｍ２，占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的３０％，总
人口１６５．６５万，占宁夏地区总人口的２３．８％。该区
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
恶劣［６］。

之说［７］。该区位于国家重要生态屏障区，也是宁夏
回族自治区“生态立区”战略重地，是国家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８］。

２０１９年党和国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升为国家战略。２０２０年６月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
时要求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宁南山区作为宁夏生态建设的重点
区域，未来将进一步重视生态保护工作；同时，宁南山
区经济相对落后，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是进
一步提高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必
然要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
护、“三北”防护林建设、精准造林等重大生态工程的相
继实施，使宁南山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土壤
保持、固碳、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功能有了较大提升。
侵蚀模数由“八五”计划末期的１０　０００ｔ／（ｋｍ２·ａ），
减少到了当前的１　０００ｔ／（ｋｍ２·ａ）左右。植被覆盖
率由１２％ （２０００年）提高到当前的４０％左右。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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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６—９月）植被盖度由２００２年３７．６％增长至当前
的６０％以上。宁南山区拥有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
且光照充足，气候冷凉，环境洁净，为特色生态产业
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自然条件［９］。生态建设的不断推
进，为宁南山区创造了丰富的林草生态资源。这些资
源为发展区域特色、绿色优势的生态产业提供了资源
保障［１０］。

２　宁南山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宁南山区在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时
生态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该区农业生产总值由

２００２年的１８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６２亿元，增加了

９倍［１１］。初步形成了旱地粮食作物、草畜业、特色经
济林果、冷凉蔬菜和中草药５大生态农业产业。产业
特色明显，主导产业初具规模，发展态势良好。

２．１　旱地粮食作物产业现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宁南山区人均粮食占有量２５０ｋｇ，
是典型的缺粮地区。因此提高粮食产量，保障区域粮
食安全，始终是该区发展的重点。近２０ａ来，宁南山
区旱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最高
的３．８０×１０５　ｈｍ２（退耕还林前）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

２．７４×１０５　ｈｍ２。退 耕 还 林 前 粮 食 总 产 量 维 持 在

３．００×１０５～４．００×１０５　ｔ。退耕还林后粮食总产迅速
增加，２００２年达到７．３３×１０５　ｔ，２０１５年总产达到

１．０３×１０６　ｔ。２０１９年宁南山区的粮食总产量进一步
增加到１．１０×１０６　ｔ。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２５０ｋｇ，到２００５年人均４００ｋｇ，首次达到
的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１０年该区粮食人均产量达到

５７６ｋｇ，首次超过全国和自治区的平均水平；２０１９年
宁南山区人均粮食占有量进一步提高到６６０ｋｇ［１１］。

宁南山区粮食总产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其单产的大
幅提高。该区粮食单产从２００１年的１　４０５ｋｇ／ｈｍ２ 增
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３　１９０ｋｇ／ｈｍ２，增长了５６％。单产的
提高主要是由于以下３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①大
幅减少了小麦的播种面积；②增加了玉米等夏粮作
物的种植面积；③优化了种植结构。例如，小麦播种
面积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４４×１０５　ｈｍ２ 降为２０１９年的

４．００×１０４　ｈｍ２，而玉米的播种面积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００
×１０４　ｈｍ２ 增加至２０１９年的８．３０×１０４　ｈｍ２。化肥用
量从退耕还林前的５．００×１０４　ｔ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

２．００×１０５　ｔ以上，为作物提供了更充足的养分，促进
了产量的提高［１１］；秋季覆膜、早春顶凌覆膜、全膜双
垄沟播、全膜覆土穴播、膜下滴灌等高产新技术的应
用改善了农田的水热条件，降低了干旱缺水对粮食产
量的影响［１２－１５］。同时，该区域的旱地特色作物生产也

具有较高经济效益。近年来，宁南山区特色小杂粮产
业发展迅速，经济效益良好。加工马铃薯—淀粉产业
也已经形成产业链，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２．２　草畜业产业发展现状
宁南山区属于农牧交错带，历史上是传统的畜牧

业区。多数回族民众具有从事养殖业的习惯和传统。
近年来自治区政府依托南部山区生态资源，发挥优质
牧草资源优势，打造了环六盘山肉牛优势产业带［１６］。
截至２０２０年，宁南山区肉牛年总养殖量９８．５万头，
占全自治区的４０％，其中出栏肉牛３２万头，占全区
的４４％；肉羊养殖２４６万头，畜牧业总产值达到５０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８％。草畜业区畜牧业提供
农民纯收入达２　０００元，“固原黄牛”获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认证，产品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１７］。
宁南山区草畜业在规模快速提升的同时，养殖技术水
平也大幅提高。当前该区的养殖业由散养向规模化
养殖快速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固原市建成５００头
以上规模化肉牛养殖场１５个，培育千头以上养殖示
范村１８０个，万头以上养殖示范乡镇３２个；全面实施
了人工授精技术繁育模式，黄牛冷配改良实现全覆
盖，良种化率达到９０％以上（数据由固原市农业农村
局提供）。肉牛的出栏率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３％提高到
当前的４０％；肉羊出栏率由２０００年前后的２５％提高
到当前的５０％左右［１８］，养殖水平提升迅速。“种养
结合，草畜配套，绿色循环”模式发展迅速。２０２０年
固原市种植各类饲草面积１．９３×１０５　ｈｍ２，其中优
质高产紫花苜蓿面积３．６７×１０４　ｈｍ２，种植饲料玉米
１．１７×１０５　ｈｍ２，年种植一年生禾本科牧草４．００×
１０４　ｈｍ２，有力地保障了饲草资源（数据由固原市草原
站提供）。“青储玉米—肉牛养殖—有机肥还田”已经
成为大型养殖户的重要模式。

２．３　特色经济林果产业现状
宁南山区的经济林果最大面积为山杏，约有６．６７

×１０４　ｈｍ２，主要分布在彭阳县和原州区。山杏在发
展初期主要是做生态林，兼作经济用林，收获杏仁。
近年来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山杏经济效益下降，主
要发挥生态功能。枸杞、鲜食红梅杏、早酥梨有一定
的种植面积，其中红梅杏种植面积１．３３×１０４　ｈｍ２，枸
杞种植面积１　７３３．３ｈｍ２，早酥梨种植面积４６６．７ｈｍ２。
鲜食红梅杏年总产量达６．５０×１０６　ｋｇ，年总产值超过

１亿元。此外，油用牡丹等木本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７３３．３ｈｍ２，其他的如苹果、枣、葡萄、桃、山楂、李、桑、
樱桃、文冠果、榛子、花椒等均为零星种植［１９］。总体
上宁南山区特色经济林果树种植规模小，而作为近年
来重点发展的鲜食红梅杏，因风味独特大受市场欢
迎。彭阳县的红梅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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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受冻害和大风天气影响严重，其产量不稳
定。此外，以鲜食红梅杏为主导的杏产业，受限于杏
的保鲜期短，冻害等影响，产业发展乏力［２０－２１］。

２．４　冷凉蔬菜产业现状
宁南山区蔬菜种植面积２０００年后稳步增长。近

年来宁南山区蔬菜种植总面积稳定在３．６０×１０４～
４．５０×１０４　ｈｍ２，产量在２．００×１０６～２．４０×１０６　ｔ［１１］。

蔬菜种植区主要分布在原州区、西吉县和彭阳县，泾
源县和隆德县也有少量分布。主要种植品种为西芹、
辣椒、萝卜、白菜、西红柿、西蓝花等。大宗蔬菜种植
方式主要以露天栽培为主。初步形成了原州区以西
芹、甘蓝种植，彭阳县辣椒种植，西吉县以西芹、胡萝
卜种植，隆德县大白菜、甘蓝种植为主的集中种植区。
基于地理优势，宁南山区冷凉蔬菜口感良好，品质优
秀。经多年培育，部分品种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河
川乡大片（约６６７．６７ｈｍ２）供港蔬菜发展良好，是宁
夏第一个得到欧盟认证的农产品；品质优良的彭阳辣
椒已通过全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地理标志登记认
定，成为全国辣椒重要产区之一；“西吉芹菜”正在积
极地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宁南山区冷凉蔬菜经济
效益较好，露地蔬菜平均产值为１０．２万元／ｈｍ２，

人均纯收入约３　２００元；设施蔬菜如拱棚、日光温室
等单位面积纯收入约１２万元／ｈｍ２，冷凉蔬菜已经
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在当地的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２２］。

２．５　中药材产业现状
宁南的六盘山区气候多样，生态适宜，分布着西

北、华北和青藏高原三个区系药用植物９０科，６１８种。

种质资源丰富，种群分布集中［２３］。六盘山半阴湿冷

凉药材区是全国著名的道地药材产区，已形成六盘山

南麓泾源县、东麓彭阳县、西麓隆德县、北麓的原州区

几大各具特色的产区。该区所产的黄芪、秦艽、柴胡、

黄芩、板蓝根等道地中药材质量较高。自２０００年宁

夏被科技部列为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种植基地

以来，宁夏中药材种植得到了较快发展［２４］。以六盘

山区为主的宁南山区中药材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

１．５０×１０４　ｈｍ２，形成了较大产业规模［１１］。目前，该区

中药材产业链基本形成，但受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影

响，其种植面积和产量波动较大。近年来该区中药材

种植面积波动变小，有趋于稳定的趋势。

２．６　其他产业发展现状
除了上述５大主导产业外，宁南山区的苗木花卉

产业也有了一定规模。苗木花卉产业主要集中在隆
德县。该县生产的云杉、油松、樟子松、山桃、山杏、落

叶松等抗寒抗旱，耐瘠薄等绿化苗木有一定的市场，
但主要以区内销售为主；花卉品种主要以郁金香、百
合、剑兰为主，总体规模还较小，年种植面积约

２　３００ｈｍ２［２５］。此外，六盘山区的高海拔冷凉气候为
中低温食用菌生产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夏
季的低温环境具有独特利用价值。东南沿海及中部
地区因夏季高温不能生产中、低温菇类，而宁南山区
则是“反季节”菌菇生产的适宜地区。近年来，食用菌
作为一种新型生态产业，在宁南山区也开始得到了发
展。当前该区双孢菇已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年
产量３　０００ｔ左右。香菇、羊肚菌培育产业逐渐兴起，
但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规模较小。

３　宁南山区生态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３．１　生态建设和生态产业未能实现协同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以植被恢复为核心的水
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主要采取的是退耕还林
还草、封山育林禁牧等措施，在顶层设计上忽略了与
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导致生态改善与农民致富并未形
成良性循环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早期的生态建设受
制于历史条件和发展水平，着重于遏制和恢复严重退
化的生态环境［２６］。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草、淤地坝建
设等水土保持措施为主的生态建设，较少考虑后续利
用及如何支撑后续产业布局和发展。近年来，在国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产业布局和选择也未
能充分考虑区域特色生态资源及生态恢复的产品如
何转化成生态产业和经济效益的问题。草畜业作为
宁南山区发展的重要主导产业，但在设计退耕还林
草、天然草地恢复、人工草地建设时对如何有效支撑
区域产业发展却没有系统地考虑。对于草畜业的发
展如何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也缺乏考虑。在空间布局
上，生态建设规划时未能充分考虑生态产业的空间需
求和衔接，以及生态空间和生态产业的优化组合与协
调统一问题。宁南山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产
业发展同样需要土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划定的生态
红线区域，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和生态产业空间规划的
协同性不够一致，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缺少发展空间、
建设空间、产业破碎化及空间利用效率低等问题。这
些问题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困难。

３．２　允许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不足，生态产业规划和
生态资源未能完全匹配
当前宁南山区的生态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但是部分生态产业规划布局和资源禀赋，资源
可利用量等并未能完全匹配，导致部分产业效益低
下，发展速度缓慢。随着产业升级和国际粮食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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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耕地管理政策调整，基本农田主粮化已经和原有
的生态产业多元化、规模化布局出现冲突。这些冲突
一方面体现在生态、生产、生活用地矛盾突出，同时在
产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林果、草畜业、中药材等
结构性矛盾存在。例如，按照固原市畜牧业发展规
划，未来将肉牛发展到１２６万头，肉羊２００万只，需要

２．００×１０５　ｈｍ２ 饲料。而当前允许种植饲草的土地只
有６．６７×１０４　ｈｍ２。在天然草地利用受限时人工饲草
的缺口达１．３３×１０５　ｈｍ２。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当前饲
料供应不足，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都受到
显著影响。有关部门在宁南山区规划了大量经济林
果，但因经济林果产业和当地局部小气候资源不能有
效匹配，导致冷冻风等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产业
的发展和经济效益。

３．３　生态保护、生态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政策矛盾
逐渐突出
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政策法规上自然保护和

生态红线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作用愈加明显，导致产业
发展的空间明显不足，布局不合理。例如，封山禁牧
等政策，导致对恢复较好的草地难以合理地利用。这
一方面浪费资源，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
利于植被的可持续更新。对生态林和经济林的划分
导致部分低效的水保生态林既不能有效发挥生态效
益，也不能直接转化用途。将这些低效林更新后建设
为经济林会更好地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早
期退耕还林草未完全做到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宜农则农。当放到区域上整体考虑时，这种不
合理问题更加突出。现有的政策则导致难以进行调
整优化。部分不合理的生态红线和生态保护区划分
进一步加剧了产业布局和调整的难度。

３．４　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未被完全和有效突破
虽然宁南山区主要生态产业初具规模，但是部分

产业关键技术有待突破。在旱地粮食作物生产中的
农艺农机配套不足，适合山地梯田等小面积地块的农
机缺乏，对后续产业发展影响显著；草畜业中草畜不
平衡问题突出，适合高产人工草地建植的牧草品种缺
乏。对恢复较好的天然草地的利用技术和政策均缺
乏，同时畜牧业污染问题有待解决。特色经济林果产
业缺少适宜的优生经济林果品种，晚霜冻灾害严重，
防灾减灾技术缺乏。蔬菜地土壤连作障碍消除技术
缺乏，标准化生产技术和配套的农机缺乏。另外，生
态恢复生物质利用技术也缺乏。例如，大面积恢复的
草地如何合理利用，人工生态林产生的生物质资源利
用等关键技术缺乏。这些关键技术将制约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导入。

３．５　科技支撑能力薄弱，产业人才缺乏和劳动力素
质低
宁夏因地处中国西部区域，科技力量薄弱，导致

其产业的科技支撑薄弱，产业发展的关键限制性技术
长期未能有效突破。同时，由于对新产业缺乏研究，
科技支撑不足已经成为限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近年来，通过设立产业研究院、东西部合作科研
项目，闽宁科技合作项目等方式吸引一批专家来宁夏
开展工作，对解决产业发展技术问题，促进产业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整体上看其作用有限。一方
面，农业生态领域地域性强，通过项目引入工作的部
分专家并未在宁夏开展过相关工作。研究基础薄弱
带来的技术面临适应性差，在实际中难以使用等问
题。同时，项目专家长期的科研基地并非在宁夏，导
致难以针对宁夏需求开展长期深入的研究工作。受
项目周期影响，多数专家随项目研究开始而来，项目
结束即走。近几年成立的产业研究院将资金、人员的
重点放在了先期的“搭架子”上面，到了后期真正要做
长期技术研发和推广时，缺少稳定的资金支持和科技
人员，导致难以真正解决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
缺乏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人才，导致经营
主体难以做大做强。未来劳动力短缺明显，劳动者素
质低。近年来宁南山区年均输出劳动力６０万人次左
右，使得农村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多由老人、妇女、
儿童等留守人员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高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人员比例依然不足７％。劳动力的数量
不足和质量低已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

４　宁南山区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及建议

４．１　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协同发展，优化生态和产业
空间布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被纳入国家

战略，但是目前针对宁南山区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脆
弱，经济落后，少数民族聚集的西部区域，如何在实现
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没有一个可复制
的典型和清晰的途径，需要加强系统研究。应综合考
虑资源、人口、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加强顶层设计。
政府应组织发改、工信、生态、自然资源、水利、农村农
业等部门研究编制宁南山区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目
标。应切实运用系统观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应从整体上统筹优化宁南山区生态保护和产
业发展空间布局，进行整体优化调整。同时应多方协
同合作制定调整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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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基于流域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进一步优化
产业规模和布局
生态产业资源是否达到优化配置，首先体现在生

态产业生产系统之中。一个健康良性的生产系统应
该具有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特征。因此，
应以县域或者小流域为单元，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条
件、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目标，针对典型生态经济小
流域建设开展规划和布局研究，优化生态、产业和生
活（以下简称为“三生”）空间，尤其是应适当调整生态
和产业空间。同时应根据资源条件适当调整产业规
模和布局。宁南山区当前在稳定主粮播种面积的基
础上，应考虑适当调减草畜存栏量，提高出栏率，走高
质量发展道路。针对当前特色经济林果生产不稳定，
经济效益低的情况，应适当缩减规模，淘汰海拔较高，
水热条件较差的果园，并向水热条件较好的原州、彭
阳等河川地聚拢，集中开展科技攻关，解决晚霜冻灾
害问题；应稳定发展冷凉蔬菜，稳定露天蔬菜种植面
积，适当增加大棚菜面积。同时应稳定当前中草药种
植面积，并使其向隆德县等地阴湿区集中，减少品种
数量，集中发展优势特色品种。

４．３　破解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限制技术，提高产业
发展水平
针对主导产业发展的关键限制性技术，组织研发

队伍，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应着重发展粮草轮作和淤
地坝的高产禾草种植技术，提高种养结合度。探索天
然草地机械收割利用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解决
饲草缺乏和与粮争地，及草地的持续更新问题。建立
长期的研究基地，稳定支持相关研究团队，开展经济
林果等引种育种工作，解决特色经济林果适宜品种缺
乏问题；组织科研团队和项目，开展晚霜冻的预警和
防治技术研究及综合示范，缓解晚霜冻对经济林果产
业的危害。同时发展以废弃农林资源和生态恢复生
物质资源利用为核心的新型产业，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４．４　拓宽生态产业，探索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
绿色生态循环农业
针对退耕还林等水土保持和生态工程的产品，发

展食用菌等衔接性生态产业，提高对恢复的生态资源
和农林废弃物的利用效率。探索承包制等天然草地
用养权试点，推动天然草地的合理利用，发挥天然草
地经济效益，减轻防火压力，促进天然草地更新和生
态恢复。把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作为突破口，整合资
金，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例如，
适度规模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可提高种植业的经
济效益，解决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引入食用菌产业，可有效实现对生态林平茬间
伐等废弃枝条的资源化利用，形成生态林—食用菌—
菌肥等循环产业链。

４．５　破解人才困局，解决区域发展中的人才限制问题
针对宁夏科技需求，吸引和稳定中东部的科研团

队，开展长期稳定的科研和技术服务，协助培养当地
人才是发挥外部科技力量对研究区产业发展有效支
撑的关键，也是快速解决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限制的有
效途径。在东西部合作等科研项目设计上延长项目
期限，例如由２～３ａ延长至５～８ａ以上。同时应引
入揭榜挂帅机制。优先选择在宁夏设立长期科研基
地并开展相关研究团队，重点支撑这些团队和基地在
宁夏开展长期稳定的科研和技术推广，打开这些团队
申请宁夏项目通道，避免在团队选择上重研究水平，
轻研究基础和长远考虑的问题。充分发挥已建产业
研究院功能，吸引技术研发人员，稳定支持技术研发
费用，并将其成果纳入产业研究院重点建设目标。引
导本地青年人才回乡创业，加强对回乡创业人员的支
持和培训。以产业发展促进劳动力回流，解决劳动力
短缺问题。

５　结 论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退耕还林草政策
以来，宁南山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土壤侵蚀
得到了有效控制，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近年来该区
围绕自然禀赋发展了旱作粮食、草畜业、冷凉蔬菜、
特色经济林果、中草业等５大产业。但是该区受自然
特点制约，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的问题从根本上依然
存在，生态建设和保护依然是该区发展的首要问题。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
如何破解该地区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和区域高质量发现的
关键。

生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产业提供了物质
基础，发展生态产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
面。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乡村产业的发展，而产业兴
旺则源于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现有产业结构的有序
调整。因此，调整、优化、提升、丰富当前的生态产业
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宁南山区大
规模生态建设始于１９９９年，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

①生态建设主导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这一阶段以
扭转恶化的生态环境为核心，重点控制水土流失，开
展植被恢复；②生态产业建设逐渐发展阶段（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在继续加强生态建设的同时，充分、合理、
有效利用生态建设的成果，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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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开始的脱贫攻坚工作，发展以生态产业为主
导的产业体系是宁南山区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之一。
当前宁南山区５大主导生态产业都初具规模，且都立
足自然禀赋，发挥了区域优势。但是，各大产业经济
效益和未来发展空间不同。旱地粮食作物产业受耕
地资源限制和稳定主粮播种面积的要求，未来发展和
调整空间受限；草地畜牧业、冷凉蔬菜经济效益较好，
未来发展空间较大；中草药则需要稳定面积，优化品
种结构；特色经济林果在品种和防霜冻技术未出现重
大突破前需要适当调减，谨慎发展；废弃农林资源、生
态恢复产品的利用等新兴产业未来可重点发展。

要实现宁南山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的协同发
展，还需进一步加强对该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
的系统规划，不断优化“三生”空间布局，调整产业布
局和规模，使得产业种类适应当地资源禀赋；协调水
土保持、退耕还林、草地封禁、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
划定等工作；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使政
策具有连续性和协调性；加强科技和人才支撑，解决
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问题。

脆弱生态区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产业协同发展是
一个需要长期不断调整的运行过程，且受不同自然生
态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这些因素多
数难以复制。因此，强烈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对区域协
同发展模式研究等相关课题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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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宁夏科技厅、宁夏水利厅水文水资源研究中心、宁
夏水利厅水保处、宁夏农业综合开发中心、宁夏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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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部分乡镇政府、企业等单位的大量专家、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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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陈利顶，傅伯杰，王军，等．榆林脆弱生态区经济发展特

点与可持续发展战略［Ｊ］．水土保持学报，１９９９，１３（Ｓ１）：

８６－９１．
［４］　郭春丽，王蕴，易信，等．正确认识和有效推动高质量发

展［Ｊ］．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１８（４）：１８－２５．
［５］　李元武，陈鹏，杨学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经济生态

融合：静宁县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产业化的发展路子

［Ｊ］．甘肃林业，２０１９（５）：２１－２２．
［６］　汪慧玲，朱震．我国生态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Ｊ］．干

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３０（６）：１－５．
［７］　张燕，高峰．甘肃省生态屏障建设的综合评价和影响因

素研究［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９（１１）：９３－９８．
［８］　米文宝，李陇堂，何彤慧．世界粮食计划署２６０５项目对

宁南山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启示［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０２，

９（３）：１０－１２．
［９］　束锡红，何海．试论宁南山区环境、资源、人口协调发展

的扶贫开发政策选择［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０，１５（４）：７２－７５．
［１０］　靳春霞，张瑞霞，吴志新，等．宁夏平罗县林业行政执

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Ｊ］．防护林科技，２０１１（２）：

７７－７８．
［１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宁

夏统计年鉴［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９．
［１２］　王小宁，田振荣，蒲志斌，等．宁南山区实施地膜覆盖栽

培技术的优势及效益［Ｊ］．内蒙古农业科技，２００９，３７
（４）：９８．

［１３］　蒋骏，王俊鹏，贾志宽．宁南旱地春小麦地膜覆盖栽培

试验初报［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１９９８，１６（１）：３６－４０．
［１４］　刘珍琴．宁南山区玉米应用新型地膜增产效果试验初

探［Ｊ］．农业灾害研究，２０２１，１１（５）：１７２－１７３．
［１５］　李荣，王艳丽，吴鹏年，等．宁南旱区沟垄覆盖改善土壤

水热状况提高马铃薯产量［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
（１０）：１６８－１７５．

［１６］　李高文，张信．固原市原州区草畜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Ｊ］．宁夏农林科技，２００９，５０（６）：１２５－１２６．
［１７］　秦国庆，常洪，孙金梅，等．固原黄牛系统地位的研究

［Ｊ］．西北农业学报，１９９７，６（４）：８－１１．
［１８］　王思虎，梅楚刚，谢建亮，等．固原市肉牛产业发展调研

报告［Ｊ］．中国牛业科学，２０２２，４８（１）：５７－５９．
［１９］　万长金，顾文瑞，李国，等．宁南山区林果产业发展现状

存在问题及对策［Ｊ］．农产品加工（学刊），２００６（６）：

４５－４７．
［２０］　海晓明．固原市原州区红梅杏嫁接育苗技术探讨［Ｊ］．现

代园艺，２０１５（２２）：３７．
［２１］　杨德川．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经济林果产业发展现状及

对策［Ｊ］．宁夏农林科技，２０２１，６２（３）：４３－４６．
［２２］　李丁仁，李爽．设施蔬菜生产技术大全［Ｍ］．银川：宁夏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３］　华青，陈仁寿．５０种中药材开发利用实例：中药资源开

发利用现状与前景［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４］　谢立芳．宁夏隆德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

［Ｊ］．北京农业，２０１５（１９）：１６５－１６６．
［２５］　马有德．宁南山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林业建设［Ｊ］．北

京农业，２０１２（９）：１３１．
［２６］　王伟，唐宁生，王怀军．宁南山区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历程［Ｊ］．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１０（８）：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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