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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农业援疆新路

季 辉/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副巡视员

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河网密布的水乡到“万山之州”的帕米尔高原，从现代农区到传统牧区，相隔万里之遥，气候、

土壤、耕作方式、消费习惯等均有巨大的不同。江苏援疆克州的队伍，围绕“克州需求与江苏优势”，开展了一些工作，但也

仅仅是初步的，有的尚处于试验阶段，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江苏全面援建克州，始于 2010年。经过调研考察和几年的发展，对农业援疆形成了一些认识：一是农业援疆一定要立足“克

州有需求、江苏有优势”，两者缺一不可，有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客观条件不具备，产品没有市场、农民缺乏技术特别是缺

乏生产积极性，这样的项目就难以持久；二是农业援疆一定要立足合作共赢，改变过去单纯的“予”，而是援受双方互利互惠，

这样才能更为持久、更有生命力。2017 年，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与克州人民政府签署了《苏克农业合作协议》，从农业技术、农

产品营销、人才培养、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努力在农业援疆上探索出一条新路。

一、关于盐碱地改良

克州地处南疆，自然条件恶劣，常年干旱少雨，蒸发量大。虽然水资源丰富，但缺乏控制性水利工程，季节性、工程性缺

水现象非常严重。盐碱地是克州最大的土地后备资源，由于受气候、水利、土壤以及资金、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其开发利用

一直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全州约有 400 多万亩尚未开发，其中仅阿图什市格达良乡就有 200 多万亩。如果能够正常利用，不仅

对改善当地农牧民的生产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南疆四地州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盐碱地的改良具有十分重大

的指导作用。2017 年 8月，江苏援疆克州指挥部邀请了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江苏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江苏沿海地区

农科所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到克州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对阿图什市格达良乡和阿克陶县的托塔依农场的盐碱地进行了取样分

析。目前其含盐量普遍达到 0.4%〜0.6%，低洼地方达到 0.6%〜0.8%，基本上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经反复研讨，对于克州盐碱地

开发，本着积极稳妥、务实求效的原则，专家们达成了以下共识：一是摸清盐碱地的成因，这方面已有很多的研究资料，也有

一些改良成功的典型和失败的教训，先进行认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二是明确改良的技术思路，考虑现有的工作基础，决定近

期内先行试验土肥技术、生物技术、耕作技术，辅助于一定的工程技术，把江苏乃至全国成熟的农作物品种、栽培技术以及土

壤调理产品，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示范推广；三是建立攻关协作小组，在克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人才工作站，充分发

挥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江苏省农委的专家、技术优势，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为克州培养本土人才；四是吸引企业参与开发，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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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江苏科技、企业、创新等方面优势，鼓励南京佳玛驰公司、江苏沃纳公司等来克州进行试验，充分调动企业开发的积极

性，做好协调和服务。目前首批试验项目己经展幵。

二、关于优质饲草开发

克州总体上是一个传统牧区，柯尔克孜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但牧业并不发达。制约克州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草地匮

乏，人畜争地矛盾十分突出。都说克州的羊肉好吃，市场价格比北疆的羊肉高 10 元/公斤左右，但由于草场少而难以发展，加

上现有草地的载畜量已经饱和，所以牛羊养殖很难成为克州百姓致富的主导产业。基于这种情况，援疆队伍力图寻找一种耐瘠

薄、耐盐碱、不与粮争地的饲草资源。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资料，介绍了国务院扶贫办推广的构树扶贫模式，作为十

大典型案例进行总结示范。构树，桑科，为落叶乔木，具有速生、适应性强、抗逆性强、分布广、易繁殖、热量高、轮伐期短

的特点。其根系浅，侧根分布很广，生长快、分蘖力强，耐修剪。杂交构树是中科院植物研宄所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传统杂交

育种方法，通过遗传育种、分子育种和连续多次的航空搭载活变等技术，培育出的绿化、用材与饲料兼用的具有抗逆性强的多

功能速生树种。特别是 002系列，作为优质饲料其蛋白含量达到 30%左右。杂交构树能不能在克州试种、开发？该设想得到了江

苏省农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专门组织林业、畜牧方面的专家，赴北京、甘肃、河南等地考察，并在克州召开了构树产业发

展座谈会，江苏省林科院、克州林业局、甘肃陇新投资集团签订了杂交构树产业合作协议。甘肃陇新集团出种苗、江苏省林科

院出技术和人才、克州林业局进行服务。首批种苗已运抵克州，分戈壁滩、盐碱地、耕地三种模式进行试种。江苏省林科院专

门派了 1 名林学博士到克州，作为柔性人才引进，指导杂交构树种植。从目前来看，该项目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有较高的科技

含量、有成熟的推广机制、有良好的合作平台，但能否真正成功，主要看在田苗木能否安全顺利越冬。

三、关于绿色有机农产品开发

江苏省有优良的品种、先进的技术、广阔的消费市场，克州有蓝天白云、清水净土，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有时会迸发旺盛

的活力。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结合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开发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2017 年 9月，江苏援疆克州指挥部邀请

江苏省农科院、盐城农科院等专家到克州进行实地考察，决定选择稻米开发作为绿色有机农产品开发的试点，进行探索和尝试。

江苏有优质稻米资源和消费高端市场，克州水稻种植面积虽然不大，不足 1万亩，但也有较高的栽培水平，单产也有千斤以上。

如果能够选择合适的优质品种，采用生态栽培，生产优质稻米，主打江苏以及长三角市场，应该说潜力巨大。经过江苏省农科

院粮食作物所王才林研宄员的筛选，首批已确定 30 个品种 2018 年在克州阿克陶县进行试种。所产稻米由江苏大丰港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加工、包装、试销。这些“冰川米”，既能优质高产、不用农药、抗盐碱、冰川水灌溉，又能适合南方市场消费

需求。“江苏米、克州产”，将不可思议的事变为现实。

四、关于戈壁农业

戈壁农业，是指适合在戈壁滩上发展的农业产业。当然，也可以学习以色列的沙漠农业，完全依靠技术和资金，在沙漠中

发展设施农业，成为高科技和高竞争力产业。多年来，克州也在戈壁滩发展了一批以日光能温室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农业，现保

有量还有近万栋。据不完全调查，除少部分由内地农民承包经营外，大部分综合效益不是很好。种大棚，需要的是资金和技术，

更需要的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承受市场风险的胆气。戈壁滩上种大棚，一是投入更多，由于需要换土，每栋大棚成本更高；二

是栽培技术要求更严，戈壁滩上光照强烈，昼夜温差大，地下水硬度高，盐碱化现象严重；三是市场销售更难，由于民族地区

蔬菜消费量少，品种比较单一，虽然可以面向喀什市场，但与农区相比，往往竞争力不强。除了部分内地比较精明的承包者外，

种植户普遍赢利比较困难。即使是承包经营，由于承包费较低，根本无法用于大棚本身的维修、改造，更谈不上设施折旧。所

以，对戈壁农业应该回归到戈壁本身，一定要发展与戈壁相亲、包容的作物。最近几年，阿合奇县大力发展沙棘产业，应该就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政府支持农民种植，种一棵补一棵，种一亩补一亩，农民通过劳动就可以增加收入，己发展近 10万

亩；其次，园区集中管理，统一品种、技术、要求，提高成活率，降低生产成本；再次，龙头企业加工转化，通过无锡援疆前

方工作组牵线，依托江南大学技术力量，引进金之源公司进行沙棘加工，开发沙棘油、口服液、胶囊等系列产品，产加销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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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产业雏型己初步建成。近期经江苏省农委引荐，准备引进上海上膳源公司进入阿合奇，与金之源开展合作，共同开拓市场。

戈壁农业除了沙棘外，如黑枸杞、沙枣等都可以进行深度开发。这类产业，才是真正可持续、有生命力的戈壁产业。

五、关于庭院经济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较早地提出了庭院经济的概念，当时的背景主要是人多地少地区如何在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

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在苏北经济薄弱地区实施脱贫攻坚计划后，

庭院经济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苏北地区的农户普遍宅前屋后院子比较大，一般不少于半亩地左右，平时都是闲置，浪费现象

比较严重。如何利用这一资源，农民又可以不离乡不离家地增加收入，迫切需要进行引导和扶持。当时经过调研后提出，可以

发展种植业，如蔬菜大棚、果树等，特别是意杨就是那个时候兴起的，“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遍地是杨树林；可

以发展养殖业，养牛、养羊、养禽，什么赚钱养什么，“短平快”地增加收入；可以发展小型农产品加工业，如粮食加工、板

材加工等；可以发展家庭手工业，纺织、服装等“三来一补”企业，有的小产业现在经营得还很好。当时苏北的这种情况，与

今天的克州有些相似。目前克州农牧民开始集中定居，宅前屋后院子也不小，又普遍不太愿意离土离乡，加上国家和自治区正

在大力扶持南疆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项目选对路，就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阿图什

市三晋源公司，在克州深耕多年，企业负责提供织布机、原材料、产品回收、员工培训，农民可以在村委会、也可以在自己家

里负责织布，不影响家庭正常生活，就可以额外增加一笔收入。这种家庭作坊式企业或者说是卫星工厂，对南疆地区脱贫攻坚、

产业致富应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在政策、资金、劳务培训、市场开拓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加

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育专业组、专业村，逐步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不但可以增加农牧民收

入、助力脱贫攻坚，而且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基础。

由于受气候、季节、环境变化等影响较大，农业援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的想法很好但实施起来却不然，需要不断地探

索、完善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