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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上，澜沧江流域的各民族人民形成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独特的传统农业科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创新，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进步，少数民族农业生产工具也得到了改进和提升。

面对澜沧江流域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必须从实际出发，既注重对传统农业科技的继承和发扬，又注重对先进农业

科技成果的借鉴和吸收，找到一条具有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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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在云南境内长达 1247 公里，流域面积有 8. 8 万平方公里。云南世居的 25 个少数民族中大部分生活在澜沧江流

域，从古至今，地方特色民族传统农业耕作思想和地域自然环境影响着当地农业科技发展。
①

一、云南澜沧江流域农业自然资源状况

澜沧江流域云南段位于纵向岭谷区，流域地势北高南低，是一条具有独特的南北走向的河道。云南段上游表现为典型的干

旱河谷，生态系统脆弱。最高点在云南上游 ( 北部) 迪庆州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峰，其海 拔 为 6740 米，最 低 点 在 下 游

( 南 部) 普洱市江城县的土卡河口，海拔为 317 米，南北海拔高差为 6423 米。云南澜沧江流域上游( 北部) 山谷分布在海

拔 3500 ～ 5000 米之间，河谷海拔分布在 2000 米海拔以上，呈现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 云南澜沧江流域中部地区，海拔

高度降低，海拔在 1000 ～ 3000 米之间，呈现为中山宽谷地带; 云南澜沧江流域下游 ( 南部) 海拔下降至 1000 米以下，下

游河道变宽，流速减缓，表现为中低山丘陵，呈现中低山宽谷盆地。由于云南澜沧江流域南北地势高差悬殊大，气温变化大的

特点，云南澜沧江流域具有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 热 带、暖 温 带、中 温 带、寒 温 带 7 个 气候带。
②

云南澜沧江流域典型的气候带和南北海拔高差大的特征，形成流域内丰富多样的生物植被。流域中下部分布着具有明显热

带区系的热带雨林植被，中上部分布着温带植被，上部分布着寒温带植被。有学者对澜沧江流域 ( 云南段) 种子植物区系进行

研究，认为云南澜沧江流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热带植物区系，温带区系所占比重为 1 /3 左右，流域内表现为明显的热带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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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的区系成分有热带亚洲 分 布、泛 热 带 分 布、北 温 带 分 布 分 别 占 21. 2% 、16. 5% 和 11. 7% 。区系间的

过渡随着纬度升高而升高，自南向北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单峰分布格局，峰值出现在北纬 26°。
③2

云南澜沧江河谷地区成为植

物区系迁移的主要通道，热带区系成分，特别是热带亚洲成分和泛热带成分从南 ( 下 游) 向北 ( 上游) 迁移; 沿云南澜沧江

河谷向北呈现出温带区系，温带区系主要为北温带成分和东亚分布成分，从云南澜沧江河谷上部 ( 北) 向南迁移，呈现热带区

系成分所占比重由南向北递减，而温带区系成分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格局。丰富的光热水土资源和特殊的地貌状况形成了丰富

而又奇特的生物资源，云南澜沧江流域有 8 种植物类型，13 种植物亚型，29 个植物群系，5000 多种高等植物， 有 50 多种

植物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 云南澜沧江流域不仅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而且具有丰富的动物资源，有 30 多种动物列为国

家级重点保护动物，成为名符其实的物种基因库。
①

云南澜沧江流域热区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区，澜沧江流域热区面积 3. 4 万 km
2
，占云南省热区总面

积的 42. 1% ，是云南省热区面积最大的区域，热区范围涉及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及保山市的隆阳区、昌宁县和大理

州的永平等市县。
②

云南澜沧江流域热区内有热带雨林、季雨林和常绿阔叶林，热区光热充足，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生

物资源，可开发利用资源种类繁多。

云南澜沧江流域独特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在流域内也分布着不同的土壤类型，主要土壤类型有水稻土、砖红壤、赤红壤、

红壤、黄壤、黄棕壤、棕 壤、褐土、高山草甸土、暗棕壤、石灰 ( 岩) 土和黑黏土等。云南澜沧江流域最北部为褐土和棕壤，

高山分布着高山草甸土; 由北向南过渡，分布着暗棕壤和红壤，再向南过渡为赤红壤，中间分布着黄壤、水稻土、石灰土和红

壤，流域中部地区主要以红壤、石灰土、棕壤为主; 最南部为砖红壤，中间分布着水稻土和石灰土。云南澜沧江流域面积最大

的是赤红壤，其次为红壤。
③
云南澜沧江流域分布着云南所有的 18 个土类，土壤资源多样性丰富。

云南澜沧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形成了亚热带山区刀耕火种为主的农业，作为少数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人们在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形成了高山草原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亚热带山区刀耕火

种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亚热带缓坡山地梯田稻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和坝区水田稻作生产生活方式等四种类型，其生活方式均以

生态文化中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主线，造就了各民族复杂多样的生态文化。
④

二、云南澜沧江流域传统少数民族农业科技的历史沿革

《华阳国志》中关于 “穿龙池，概稻田”的描述，
⑤
记载了云南少数民族西汉末年在滇池周围“开造稻用”。《南诏德化

碑》中也记载了洱海地区白族农民的传统耕作制度。此外，《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也说道: “蛮治山田，殊为精好”
⑥
， 不仅生动描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善于学习开梯田和引泉水 灌 溉，也记录了当地农业科技发展的生产方式

⑦
。

( 一) “刀耕火种”

科学技术史中称刀耕火种为 “生荒耕作”，是农业生产的原始方式。根据云南考古研究表明，云南少数民族栽种稻谷使用

的生产工具一直是石斧、石刀、石锄等，至迟在新石器时代。
⑧

由于澜沧江流域各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社会、

2 ① 赵胜男: 《云南少数民族农业科技发展状况调查》，《科技创新导报》2012 年第 28 期。

② 甘淑，何大明，袁建平: 《澜沧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背景与土地资源》，《水土保持学报》1998 年第 1 期。

③ 冯建孟，毛光权，李珍贵: 《澜沧江流域 ( 云南段) 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纬度分布格局》，《生态环境学报》2012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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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农业科技文化差异很大。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农业技术的原始水平、中世纪水平、近代水平还同

时并存。

( 二) “二牛三夫”耕作法

《蛮书》记载: “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斌秉耒。”
⑨

生

动的记录了云南少数民族 “二牛三夫”耕作法。此耕作方法直到近代白族聚居地区还曾使用。

( 三) 象耕

樊绰的 《云南志》中描述过象耕: “开南已( 以) 南养象，大於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田。”“象，开南以南多有

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 以代耕田也。”
3⑩
明朝以后，外地人先后移居至云南，由此带来的耕作技术使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

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

( 四) 原始农猎牧渔技术

生活在澜沧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科技最初来源于对自然的模仿，将种子撒到地里，任其自然生长，到了收获季节再

采集谷粒。既没有品种选育，也没有灌溉措施，完全靠天吃饭。为了生存就得进行狩猎活动，人们就地取材，自制猎具。主要

工具为弓箭和扎枪。

二、云南澜沧江流域农业科技发展状况

3 ①黄勇: 《江河流域开发模式与澜沧江可持续发展研究》，《地理学报》1999 年第 1 期。

②李凤钊，彭永岸: 《云南澜沧江流域热区资源开发及热作基地建设研究》，《热带地理》1994 年第 3 期。

③姚华荣，杨志峰，崔保山: 《云南省澜沧江流域的土壤侵蚀及其环境背景》，《水土保持通报》2005 年第 4 期。

④郭家骥: 《云南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类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2 期。

⑤常璩: 《华阳国志》，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⑥樊绰: 《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第七》，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⑦旷宗仁，赵锦辉: 《乡土农业知识的现有保护方法探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5 期。

⑧夏光辅: 《云南科学技术史稿》，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 年版。

⑨樊绰: 《蛮书》，成都: 巴蜀书社，1998 年版。

⑩樊绰: 《云南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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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农耕技术

1． 铁犁牛耕的发展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使传统的井田制解体，但是却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方式的进步。

这种耕作技术传播到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当地的耕作技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 是，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现代农业机械逐渐代替了铁犁牛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劳动力。虽然有部分偏远山区比较贫困的家庭

还在使用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但是在整个农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发展现代化农业是必然趋势。

2． 耕作技术的进步

现在少数民族的农业耕作不再是刀耕火种、二牛抬杠等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农耕模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使用现代化的农具机械，大幅度提高了耕作效率。在农耕技术方面遵循节气规律，注重选种，采购

先进农具，合理使用土地进行休耕、轮作与套作。提高田间管理水平，谨慎使用农药，加强在收获、晾晒与储藏过程中的管理。

3． 水利灌溉的提高

水利灌溉由早期的陶制容器盛水到后期辘轳等简单机械结构提水工具的出现，直至现代投入使用一定规模的喷灌技术，这

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水利灌溉技术一直在进步。同时，也采取土地平整技术增加作物种植密度，提高出苗率和节水增产，

这也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中改善地面浇灌方法的重要措施之一。

( 二) 少数民族农业生产工具

1． 主要生产工具

弯刀: 一般都是长柄，刀尖处向内弯曲成钩状，砍菁地、砍田、砍路一律使用弯刀。

斧头: 斧头的形式与内地农民所使用的一样，但都是长柄，是砍菁烧山日常使用的工具。

锄头: 有板锄、条锄的分别。条锄宽约一尺，挖茅坡地，也可挖田。板锄宽约 3 尺许，形若锄扇，锄柄很短，不过一公尺，

这是为了在陡斜的茅坡地上使用，日常用以刮土。

小挖刀: 又名小挖锄，颇似条锄，但柄短一些，主要在新垦的茅坡地上使用。

镰刀: 又分为割谷与割草用两种，一般是无齿，镰柄长短适中，是割谷与砍茅坡地使用的主要工具。

扁刀: 用以砍柴削木，其功用有如弯刀，又颇似木匠之小斧。

采刀: 即禾剪，以骨或木制刀身，竹制刀杆，是采摘糯谷之主要工具。

犁: 犁系铁制，犁身木制，是耕种水旱田之主要工具。

粑: 又可分为单耙、双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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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耙齿五或六，不可乘人，粑身不太长，约 1 公尺 7，便于在坡地梯田使用; 双耙之齿前七后八，上可乘人，一人一粑一

牛。

2． 日常使用之碾谷工具

水碓: 舂谷多用水碓，一户一个，设在山区水流之地，碓窝大者直径二尺余，碓槌多用木制。

石磨: 多用以磨包谷、米粉、豆腐，一般直径一尺，一人挽推，大者直径二、三尺，三人挽推。

3． 日常使用的储藏工具

屯包: 一般皆放置家内楼上，以竹制成，每包可储粮 2 000 余斤。

禾仓: 以竹篱制成，靠近住房，下置竹席，竹席置放地下，上堆粮食。

耕牛: 解放前只养水牛，用以耕犁水、旱田;现在开始养黄牛，教以驮运货物，并帮耕水牛不便犁耕之陡坡地及旱地。

4． 生产技术及劳动经验

耕作以阴历为准，一年之中生产情况，即各月份主要生产活动:

正月挖茅坡地、棉花地、挖水沟、灌水田，拔采谷杆、采早包谷，部分砍菁地，整水利。

二月整包谷地、棉花地，月末犁坂田、整秧田，现在腊月即开始犁坂田，犁旧的茅坡地，砍菁整地，修水利，部分人打猎。

三月撒秧，撒棉花籽，栽包谷，打猎。撒秧从三月开始，一直要继续到四月乃至五月。

四月撒采谷秧，灌田，犁田，粑田。

五月 薅 棉 花，薅 包 谷，栽 秧，一 直 继 续 道六月。

六月薅棉花，薅旱谷地，烧石炭，打靛。

七月收包谷，收棉花，薅谷草，妇女部分考试织布染衣，一直要继续到次年正、二月，一部分打柴，男子部分打猎。

八月收包谷，收棉花，开茅坡地，工作繁忙，基本同上。

九月全部出动，收割谷子。

十月收谷子，打谷子，弹棉花，压棉花，纺纱织布。

冬月打完谷子，驮运回家，晒翻扬净，修造房屋，编制屯包，度戒，讨亲嫁女，纺纱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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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基本同上。

5． 稻谷、包谷、棉花、砍茅坡地之耕作技术

稻谷: 可分田谷、旱谷，过去用土法选种，以簸箕扬起，粒大米饱者留种，现在实行了温汤浸种，泥水选种。水田一般犁 1

至 2 遍，早谷 1 至 3 遍，实行密植。

包谷: 多植于茅坡地及菁地，一般打塘稀植，株距皆 1 公尺，成正方形。包谷地薅一道的多，包谷皆不施肥，每塘 3 ～ 4

棵。

棉花: 二月撒籽，三月匀苗，薅 2 至 3 道，多 者 4 道，每隔 30 天薅 1 次，至 90 天薅第 3 次时，棉花已渐发白。

一般株行距 1 尺，一塘留苗 1 棵。

砍茅坡地: 荒山茅草砍完烧光以后，用锄或犁浅翻一次，再敲碎土垡撒谷其上。一般近水肥沃之地，多种包谷，瘦瘠之地，

多种旱谷。习惯都是先种稻谷，土质肥沃则改种包谷。土若过于贫瘠，则丢弃不要。

三、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农业与生态保护

云南澜沧江流域北高南低，海拔高差大，在河流的长期冲刷下，形成了山高谷深，气候类型多样的特征。云南澜沧江流域

从南向北，从河谷到山顶，随着高度的上升而产生的气候类型差异较大。云南澜沧江流域有着独特的农业自然资源。云南澜沧

江流域少数民族充分利用各流域段的自然优势，发展农业的同时，没有违背自然规律改造自然，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利用自然

资源，解决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生活与生存问题。

首先，刀耕火种就是用刀和斧砍伐树木，烧成灰之后进行点播，不用锄头和犁进行土地耕翻，不损坏地中的树桩，砍种一

年后进行抛荒，抛荒过程中树桩自然恢复，六七年后可恢复森林。而在缺少肥料的年代，烧毁的树木成灰分肥料，有利于作物

吸收，同时可防止杂草虫害和水土流失。因此刀耕火种是一种轮荒种植，具有省力、杂草虫害和水土流失少的特点，同时还可

提高粮食产量，恢复森林生态的特点。因此，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在进行刀耕火种获得自己食物来源的同时，也注重自然

环境的恢复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其次，少数民族有着敬重生命、敬重自然、敬重生态的朴素 “三才观”
①4
。从他们的神话传说中，表现出他们对自然的尊

重，约束大家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与破坏，从而达到充分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为其土居民族获得相应的福利，追求天地人和

谐的朴素生态观。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各种农业神话传说，从某种意义来看，正是人们利用自然，从事农业科技发展的

原始教材。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农业科技从原始的 “刀耕火种” 开始，发展为二牛三夫、象耕等，以及采用休耕、轮作、

套作和节令种植，使农耕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耕模式变化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耕作的效率，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逐

步达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再次，云南澜沧江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同时，他们不仅在开荒造地，而且也在保存和恢复森林植被，尽力使森林生态与作

物生产协调发展，生产中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和行为。他们通过宗教、祭祀等积累下来的各种思想文化，形成了特殊

的云南澜沧江少数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一直规范着当地少数民族的思想和行为。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仍然脱离不开传统农业

的间作、套作、轮作、轮荒、休 耕 等 技 术。因此我们应虚心向所谓的“落后”的少数民族学习，总结他们在农业科技中保

4 ① 王荧，李昶罕，秦莹: 《云南农耕文化对农业发展促进作用的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3 年第 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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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态的经验，从生存、发展的需要去认识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而刀耕火种则是为人类生存、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传统农

业。

最后，云南澜沧江少数民族，不是人们想象中只知道刀耕火种，破坏森林资源而获取人们所需要的财富的少数民族。从他

们的一些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森林的热爱和尊重。云南澜沧江下游西双版纳州生活着的克木人，现在仍保持着刀耕火种，

而他们则以 18 种动植物作为自己图腾崇拜物，这些图腾崇拜物绝大多数与森林相关。
①

同时，从云南澜沧江流域出现的

国家、省自然保护区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才把一片又一片的原始森森保持下来。因此，云南澜沧江流域

少数民族在千百年刀耕火种的历史进程中没有把森林破坏，而是与大自然在寻求和谐共处。正是在这样的传统农业条件下，也

是直到 1950 年时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可以保持在 75% 以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农业科技发展措施

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农业科技发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要正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充分

协调好资源、环境、人 口、经济和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必须创新农业科技，把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加以推广和应用。通过农业

科技创新，有效利用资源，加强环保，增加农业收益。为此，必须积极探索发展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农业科技发展的对策和措

施。

( 一) 合理利用资源，推动农业科教体制、机制创新

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大对农业科研、人才培养、推广服务等体制、机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创新力度，促进少

数民族地区农业科技发展的方针。要充分利用农林院校、科研机构等资源，在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努力培养农业科技创

新人才，依托自身的优势不断提高科研水平，研发出适宜当地农业发展需要的科研成果，积极为当地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提供

强而有力的技术保障。
②5

( 二) 增加经费投入，推进农业科技发展

当前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保证机构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是依靠当地财政收入及上级政府部门补助，在农

业体系建设中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财政投入，国家和省政府应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一定倾斜，特别是在农业科教体

系建设上，逐步改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硬件设施条件。同时，要加强引导，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引导更多资金到技术先进、

经济效益好、市场广阔的农业生产领域，努力打造以农业创新型企业为主体，多渠道、全社会共同参与投融资平台。

( 三) 引进新科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第一，以提升农副产品的品质、效用、收益的前沿实用技术，以及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作为重

点，不断引进新技术，加强先进农业技术储备。

5 ①诸锡斌，李健: 《试析农业现代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传统耕作技术—对云南和山地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再认识》，《科学技

术与辩证法》2004 年第 2 期。

②赵胜男: 《瑶族地区农业科技创新状况研究—以云南省勐腊县瑶族聚居区为例》，《科技创新导报》2014 年第 2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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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促进农产品商品化、加速农业工业化作为发展目标，加快引进农业高科技及新手段，以提升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

地区农业科技的使用水平和研发能力。

第三，把种子、农产品深加工和灌溉技术等作为带动和推动本地区发展的、与农业有关的龙头企业的发展重点。并以此建

立一个规模宏大、科技含量高的企业集团，使其变为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育良种、增加企业和农民收益的重要平台，从

而进一步使农业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农业发展所需的技术。

( 四) 实施人才战略，提高科技队伍与农民素质

1． 提高科技队伍的素质

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现有农技推广队伍文化程度偏低，知识更新较慢，多数还是停留在老经验的基础上，难以

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需求。因此，要加大农业科技人才引进力度，通过高等院校选择专业对口的、当地发展需要的优秀毕业生，

也可以聘用具有农村基层工作实践经验的人才，还可以聘任科研院所和各级涉农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以此来不断充实和壮大

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同时也要不断更新现有基层农技人员知识结构，提升素质，鼓励农技人员加强在职学习、在岗锻炼。

2． 提高农民的素质

农民知识文化水平、科学素养和经营理念是农业科技能否被接受并应用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构建中，

提高农户的文化素质是关键，要通过农业科技培训加大对农业实用技术的宣传和引导，让农民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给他们带来

的效益增加。

( 五) 发挥自身优势，培育农业科技主体创新

加大力度宣传云南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吸引更多的工商企业投资，为农业科技发展注入资金。同时各类涉

农企业充分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地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培养发展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等，使其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

主体。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农业科技创新机构，支持科技人才创办各类农业科技组织，引进高科技人才，

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团队，积极探索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 六) 立足当地实际，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要积极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摆脱传统落后的农业科研现状与当前农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状

况，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自己的区位与资源优势，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不断优化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以市场为导向，将农业科研与当地实际相结合，进行地方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领域的创新。

( 七) 加强农技推广服务，普及最新科技成果

1． 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

以实施农产品 “三品一标 “即: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整体推进项目为载体，推动澜

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标准化生产。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按照要求进行“三品”生产形成规范的操作技术规程。积极开展

农民培训和示范区的建设，对农民和农产品认证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标准化限定，从而推进少数民族地区 “三品”规范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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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良种化种植推广

重视和加强农作物优良品种引进、实验、示范推广工作，筛选出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及市场需求的优良品种，强化农业良种

化种植的推广方法，紧跟品种更新换代的步伐，拉近少数民族与先进科学技术的距离，让他们看得到、学得到、做得到。以 此，

拓展良种良法的配套种植，推动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转型升级。

五、结语

面对农业新技术革新的潮流，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对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用至

关重要。
①6

地方政府应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抢抓机遇，大幅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和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

技研究，遵循市场运作规律，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农业科技 “进村进户”工作机制，推动地区农业跨越式发展。

6 ① 赵宇: 《传统农业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