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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宁夏彭阳县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巩固提升种植面积；开展技术推广，提高牧草产量质量；积极宣传引

导，开展苜蓿订单收购；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开展苜蓿精深加工等措施发展牧草产业，为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拉动

县域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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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彭阳县以建设“全国紫花苜蓿示范县”为

目标，牢固树立“立草为业、草畜并举”的发展思路，按

照“家家种草、户户养畜，小群体、大规模”的发展模

式，通过政策引领、项目扶持、科技支撑、企业带动等

措施，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草）、百万亩人工种草、退

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工程项目，牧草产

业已成为改善生态环境、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县

域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全县有天然草原面积 4.86

万 hm2，人工种草面积 8.67万 hm2，其中多年生紫花

苜蓿留床面积 7.67万 hm2，一年生青草 1万 hm2，粮

饲兼用型地膜玉米 2.87万 hm2。紫花苜蓿种植面积

占全区的 1/6，占全市的 1/3。主要做法如下。

1 示范引领带动，巩固提升种植面积

近年来，通过采取土地流转、企业参与、整合机

械、机耕机播等办法，以基本农田和撂荒地种草为新

的切入点，加快苜蓿更新换代，扩大种草面积，提升苜

蓿品质，建成新集马洼、交岔庙庄和小岔卷槽 3个万

亩集中连片紫花苜蓿规模种植示范点和王洼邓山庄、

古城罗山、孟塬白杨庄等 14个集中连片紫花苜蓿规

模种植点，示范带动全县种植紫花苜蓿 7.67万 hm2。

2 开展技术推广，提高牧草产量质量

1）推广田间精细化管理技术。推广苜蓿平地、

松土、除草、施肥、镇压一体机械化技术。在草庙乡

牛湾刘塬、新集乡马洼基地开展农机与农艺结合平

地平衡施肥 66.67 hm2，创建苜蓿机械化适时松土、

平地、施肥、除草、收割示范区，通过精细化田间管

理技术，使紫花苜蓿 1年刈割 3次，每 666.67 m2年

产干草量在 600 kg以上，蛋白含量达到 18%以上。

从而提高苜蓿的产量和质量。

2）推广平衡配方施肥技术。按照不同土壤类型

和土地条件，采用田间多点取样化验土壤养分含量，

根据苜蓿对养分的需求程度与土壤养分的含量，确

立不同类型区域苜蓿施肥配方，春季开展机械施肥。

通过平衡配方施肥，当年新种苜蓿产量可达 200 kg，

第 2年就到盛产期，历年苜蓿产量可提高 30%。

3）推广旱作苜蓿精播技术。通过翻地除草 -整

地镇压 -精播镇压技术种植的紫花苜蓿可以有效

地解决苜蓿种植时因干旱引起的死苗现象，对提高

苜蓿品质、防除杂草、抑制苜蓿病虫害、降低种子播

量等起到了显著作用。经过试验，每 666.67 m2可节

约种子 0.5 kg、减小投入成本 15元。

4）推广适时机械化收割技术。充分利用现有的

牧草收割机械，对达到收割要求的牧草及时进行收

割，大力推广适宜山地作业的收割、压扁、打捆“三

位一体”机械进行收贮，尽可能地减少不能适时收

割造成的牧草营养损失、资源浪费和草产品质量不

高的问题。

5）推广苜蓿包膜青贮技术。在全县 7个乡镇、2

个养殖专业合作社、1家企业共 16个示范点推广苜

蓿包膜青贮技术和饲喂肉牛技术，推广苜蓿包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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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 7 200 t，示范效果明显。全县现有苜蓿收购包膜

青贮点 14个，苜蓿打捆包膜机械 16台套，以每吨

350元的价格收购加工鲜苜蓿，很大程度解决了种植

户在苜蓿刈割、晒制、贮存、运输等过程的营养损失

问题，也大大增加了苜蓿种植户的经济收入，同时引

领了苜蓿包膜青贮技术在规模养殖场（户）的推广应

用，对提高养殖业科技水平起到主要支撑作用。

3 积极宣传引导，开展苜蓿订单收购

通过大力宣传和动员，鼓励种草户通过草业协

会签订合同，实行订单收购，每吨比市场价格高 200

元。

4 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开展苜蓿精深

加工

全县入驻荣发、宝发草产业龙头企业 2家，茹

峰、国银等草产品收购加工厂 18家，设立收购摊点

61个，年收购外销草颗粒、草块、草粉、草捆等苜蓿

草产品 13万 t，提供农民现金收入 1.3亿元，人均种

草收入 500元。

摘要 在宁夏彭阳县通过实行天然草原承包和草原禁牧补贴、推广科学的牧草种植综合新技术、加强草原

病虫鼠害的监测与防治、做好草原防火工作、发展舍饲畜牧养殖等政策，做好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草）工作，不

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为舍饲养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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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彭阳县属国家贫困县，是宁夏封山禁牧

和退耕还林（草）的重点区域。封山禁牧和退耕还

林（草）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草原植被得到良好恢

复，天然生态环境得以改善，而且每年生产大量的

饲草，为舍饲养殖奠定基础。做好天然草原和退耕

还草区域的维护利用，搞好后续产业开发至关重

要。

彭阳县位于宁夏最南端，六盘山东麓，地处黄

土高原中部丘陵沟壑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境内

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区域性气候差异明显，适宜发

展农、林、牧等多种生产；属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

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7.4～8.5 ℃，无霜期

140～170 d，降水量 350～550 mm。自从国家实施

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草）政策以来，草原生态植被

得到全面恢复、生态环境建设得以大幅改善，为草

原的永久利用和草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现就彭阳县巩固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草）

成果的成功做法与经验，作一总结阐述，以供交流

借鉴。

1 实行天然草原承包和草原禁牧补贴

经过十几年的封山禁牧，天然草原的植被得到

良好恢复。彭阳县政府将全县 4.86万 hm2的天然草

原承包给 30 554 户农户管理经营，坚持“谁承包，

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同时，给予承包户每

666.67 m2补贴 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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