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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聚焦

农业综合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
实践与探索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近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

征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和发 展

产生了重大影响。为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 对农 业生产的影响，提高农

业 抗灾减灾能力，促 进 农 业可持

续发 展。2008 年，农 业综合开发

申请并实施了利用全球 环境 基金

赠款适应气候变化农 业综合开发

项目（ 简称“GEF 项目”），认真 探

索农 业综合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

措施、途径和模式。

一是提升了适应气候变化利用

水资 源的能力。GEF 项目设计及

实施中，各级项目管理人员和项目

区群众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状况

及 未 来气 候 变化 趋势 作为导向，

既重视 项目建设内容的近 期时效

性，又考虑项目建设内容的远期适

应性，将 适 应气 候变化 作为主要

的工作方向。通过认真分析农 业

综合开发现有建设内容及技术 措

施，农 业综合 开发工作中已有的

但未被意识到的适应气候变化 措

施 被 充分 地 挖 掘出来，形成了较

系统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 工作

路线及工作思路。在水 利设施建

设 上，通过 对过去以 排水为主要

功能的排水沟增设节制闸等技术

措施，使其具有一定的集蓄雨水、

灌溉回归水的功能。经过改 造 后

的排水沟既能将田间灌溉水 排到

适合 作物生长的程度，也能将灌

溉回归水积蓄在排水沟中，既可以

作为干旱时节的灌溉水储备，也可

以达 到回补地下水的目的，将“ 彻

底排水”改变为“适度排水”。如为

降 低 农田灌溉用水量、减少输水

过 程的损失，降水 较充沛的江苏

省新沂市在设计节水灌溉 工 程设

施时，将防渗渠 道和低 压管道作

为两种主要的节水灌溉设施 ；而

处于西北干旱地区的宁夏，则将发

展喷、滴灌作为节水灌溉的主要工

程措施。同时，项目区通过平田整

地，合理布置垄畦，配套使用格田

灌溉、畦灌、沟灌等灌溉技术，有

效提高灌溉水 在田间的灌溉均匀

度，使灌溉 水既 满足作物生长需

要，也避免了由于土地不平整所造

成的灌溉水在田间的淤积或不足，

有效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作

物产量。

二是促进了适应气候变化生产

生活模式的推广。如为适应冬季气

温变暖的自然条件，各地将选育优

良适应品种、发 展设施农 业和沼

气等措 施 作为适 应手段。江苏 省

宿迁市宿豫区根 据 项目区当前气

候变化的状况，将以前主要 种 植

的、成 熟 期 在 6 月 10 日左 右的冬

性小麦品种改 为半冬 性、半冬 性

偏 春 性品种，其生育期和成熟 期

提前 5 天左右。宁夏项目区自 2002

年开始，开展了冬小麦品种培育工

作，并在吴 忠市逐步试 验、推广，

目前全区共 种 植冬 小麦 15 万亩，

将原来处于冬闲的土地充分利用

起来，使 原来的一年两季套 种模

式逐步转变为一年两季的种植模

式。此外，一些项目区在生活模式

上也探索出了一些适应气候变化的

措施，如宁夏项目区将沼气工程作

为解决作物秸杆及 人畜粪便综合

利用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得到了较

快 发 展。切碎的秸秆与人畜粪便

拌 合发酵产生沼气，使 废弃的秸

秆能源得到较好利用，防止了秸秆

焚烧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同时，沼

气 残 渣 作为清洁有机 肥 料 使 用，

不会对田块、庄稼产生二次污染。

由于气候变暖，沼气 池的可使 用

期延长，沼气 正 在逐 渐成为项目

区农民主要的户用清洁能源。

GEF 项目是农 业综合开发 主

动适应气候变化迈出的第一步，在

看到其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还要

继续强化意识，积极探索农 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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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技

术、新措 施，更有效 地 缓 解全球

气候变暖背景下农 业可持续发 展

的压力。

（ 一）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 农

业综合开发常规工作

GEF 项目开展一年多来，给项

目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变

化，符合当地实际的适 应性 措 施

为有效利用气 候变暖条 件、为农

业生产减灾防灾提供了更多选择。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适应气候变化

理念的宣传力度，将目前主要在河

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宁

夏六省区实施的农 业综合开发适

应气候变化工作进行总结，逐步推

广到全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并

将适应气候变化理念 和行动纳入

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范畴。

（ 二）强化 有效 适 应性 措 施，

加大适应气候变化力度

1.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加

强农 业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

以节水改 造 为中心的中型灌区续

建配 套，搞好田间工 程 建设，更

新改 造 老化机电设备，完善灌排

体系。推进节水灌溉示范，在粮食

主产区进行规 模化建设试点，干

旱缺水地区积极 发 展节水旱 作农

业，建设旱作农业示范区。加强小

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建设田间灌

排工程、小型灌区、非灌区抗旱水

源工程。加大粮食主产区中低产田

盐 碱 和渍害治理力度，加快丘陵

山区和其他干旱缺水 地区雨水集

蓄利用工程建设。

2.充分利用气候变化的有利

影响。利用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升

高对农 业生产的有利影响，充 分

利用热量资源，进一步科学调整

农作物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

发 展多熟制，改善 优势农 产品的

规模化布局，强化高产、稳产的集

约化先进农 业技术，不断提高农

业生产能力。改善农 业基 础设施

和条 件，加强生态农 业、设 施 农

业和精确农业等方面技术的推广，

加大对温室大棚发展的扶持力度，

提高农 业生态系统 适 应能力。总

结以往沼气项目发 展过 程中的经

验 教训，因地制宜发 展以沼气为

主的农民户用清洁能源，提高沼气

工 程建设补助标准，在有条 件的

地区尝试发展大型沼气项目，让农

民实实在 在感受到适应气候变化

带来的好处，促进农 村环境的清

洁建设。

3.修 正 完 善 现 有 适 应 性 措

施。适应气候变化是一项新工作，

有效的适应性措施还需要经得起

实践检验，需要对示范区当前采用

的适应性措施的效果进行密切关

注，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

江苏省新沂市采用的“拦水 墙”措

施，目前来 看可以 在一定 程 度上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而长期来讲

这种做法是否会对当地较低的地

下水位变化产生影响尚不得而知 ；

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的同心县推广

秋季覆膜技术，通过使 用塑料薄

膜覆盖垄沟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提高作物抗旱能力，但废弃塑料产

生的环保问题同样不容 忽 视。这

些都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予以

关注和解决。

（三）积极探索农 业综合开发

适应气候变化的新途径

1.推广农 业综合开发适应气

候变化的新技术。结合农 业综合

开发实际，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提

高农 业应用新技术的能力。鼓 励

项目区引入推广清洁生产技术，促

使项目区农 业生产广泛 采用既可

满足生产需要，又可合理利用资源

并保护环境的实用农 业生产技术

和 科学的农 业生产管理方式。尤

其是 在 农 业生产全 过 程中，推广

化 肥、农 药合 理使 用技 术，引导

绿色 施 肥、增施 有机 肥，减少农

业污染的产生，减少农田排放 ；大

力推广秸秆还田和保护性耕作技

术，增加农田土壤碳贮存。 

2.探索农 业综合开发适应气

候变化的新方式。以农 民专业合

作组织为平台，进一步向广大农民

群众深入宣传气候变化对农 业灌

溉、种植品种和种植方式的影响，

增强适 应气候变化意识，激 励民

众参与到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中，引

导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适应

气候变化新模式。

3.利 用 适 应气 候 变 化 契 机

推 进 农 业产业调整。宁夏吴忠市

自 20 02 年 种 植 冬 小 麦 以 来，由

于 作 物 生 长 期 提 前，耕 地 的 利

用 率 得 到了很 大 提 高，青 储 饲

料产量大幅增长，明显带 动了周

边 养 殖 业 的 发 展，形成了新 的

生 产 模 式，为当 地 进 行 农 业 产

业调整 提 供了条 件。河北 省沧 州

地区近年来地下水水位下降明显，

将 地下水用于农田灌溉，发 展大

田作物得不 偿失，项目区农 业 综

合开发部门通过对当地枣树种植

进行扶持，促进当地形成了“枣粮

间作”的生产模式，不但提高了农

民的收 入，枣粮 林网的建立还形

成了当地良好的农田小气候，避免

了地下水 过 度开采，实现了经 济

效 益和生态效 益双赢。这些实例

充分显示出，气候变化给 传统 生

产模式带来 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

发 展 机 遇，只要我们把 握住、利

用好 这些机 会，适 应气候变化将

促进农业发 展再上新台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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