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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湟水流域农业循环经济问题研究
冯腾蛟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农业循环经济是指将循环经济理念应用于农业生产，

减少资源和物质的投入，减少农业生产过程和产品生命周期中废

物的排放，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发展农业

循环经济是青海省湟水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在介绍青

海省湟水流域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青海省湟水流域农业循环

经济的发展现状，提出促进青海省湟水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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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湟水流域而言，其地处青海省的东部地区，是省内耕地

面积最为集中的地域。从自然视角来看，该地区高原特色资源极

为丰富，气候类型也属于典型的高原冷凉型气候，不但非常适合

高原特色作物以及反季节作物的生产，而且也非常利于农畜产品

发展。而以上种种条件均说明当地有着良好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底蕴。然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当地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方面

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教育水平低以及文化水平落后等。对此，在

新时期，为了助力当地农业的循环化和可持续化发展，我们有必

要对其农业发展方面的诸多既有问题进行分析，然后采取有针对

性的思路与方法来搭建一个科学化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体系，以

此来助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青海省湟水流域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

承包土地、森林、草原、鱼塘等资源是青海省湟水流域农民

发展循环农业的途径。形成一个土地、淡水、农作物资源畜禽粪

便回收再利用的循环农业产业体系，这个体系与节能型太阳能温

室害虫防治网室或塑料遮阳篷等设施，形成了一个循环农业集约

化管理体系。通过植物光合作用生产草、饲料粮、饲料、油料、

蔬菜、水果、茶叶等产品，加工成各种食品销售给家庭；各种副

食品均用于奶牛、肉牛、猪和肉羊饲养后的青贮、微贮和配制。

为了调节温室内的空气，改善气体环境，保持新鲜，提供了充足

的肉蛋奶等产品，经加工后，转化为食品或家庭用品，转化为销

售市场货物；牲畜的血、皮、羽毛、脏器等进入饲料加工环节，

通过无害加工，从中提取各种高附加值的生物制品，提高养殖业

效益的同时，副产物转化为蛋白质饲料。

湟水河流域是以观赏农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链一部分，利用

兰州和西宁两座城市之间郊区的区位优势，拥有回归自然休闲、

享受农业风光的观光旅游价值，大力发展集生态、旅游、休闲、

体验、生产为一体的旅游休闲产业，挖掘土地增值潜力，拓展农

业功能，提高就业能力，增加农民收入。重点建设乐都区、平安

区农业体验园和以山地休闲、饮食、娱乐、采摘、务农为主的土

族自治县和蒙古族人民山地休闲、饮食、娱乐、采摘、务农体验

旅游度假村，湟中县湟源县为主要的风俗观光、渔业和休闲区，

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为主题的森林公园度假区，以西宁、民和、

乐都为基础的休闲餐厅和特殊水果和蔬菜收集度假区。

循环农业产业链是以设施农业和精耕细作为主导和支撑的循

环农业产业链，农畜产品加工、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等基础产业

单元与观赏农业相结合，形成一个高效的循环设施农业系统，设

施农业单元（肉、蛋、鱼、家禽、蔬菜、水果等）可以直接加工

烹饪成美食和特色食品，供游客享用的旅游产品可以获得更高的

效率，各种废弃物可以在沼气站统一处理，为乡镇或洗浴游泳池

的热水提供浓缩沼气和热能，并以生产沼气（或有机复混肥、食

用菌栽培材料、生物农药等）产品为主，集中处理废弃物，建设

沼气池、有机复混肥和饲料蛋白质加工设备，是实现奶牛场、育

肥猪场、家禽场和肉牛场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领域。

二、青海省湟水流域农业循环经济存在的问题

在推广农业循环经济中存在着不少现实困难，具体表现如下：

（一）由于青海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相关的教育宣传体系尚

未建立，农民对循环经济意识淡薄，对循环经济认识不够深入，缺

乏减少资源消耗和源头污染的意识，部分乡镇和农民对发展循环经

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深，生态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由于农村文化水平的落后，特别是在农村存在根深蒂

固的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一次性消赞、“面子”消费等不

良消费习惯，存在讲场面、好面子、追求豪华的行为，这些都是

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落后文化。

三、青海省湟水流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议

（一）农业资源投入减量化模式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需要开发和应用新的无毒、高效和高质量

的替代品，以实现生产和消费目标，即在减少和优化所有物质投

入的模式前提下减少农业资源投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加大无公害农药的引进力度

严格禁止使用毒性大、残留量高和过量使用的农药，大力推

广综合性、物理性和生物性防治方法，减少农药的使用。

2. 提高水利用率，发展节水农业

（1）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就现代农业而言，良好的水利工程

环境是其发展的必要前提，而水利设施作为当中的一个关键模块，

更是成为了农业经济能否循环发展的重要因素。结合湟水流域农

业发展实情来看，当地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启了“机械化”的农

业发展之路，这就为农业生产用水等工作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

所以，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循环性发展，当地有必要做好水利设

施建设工作，确保农业生产能够拥有充足的水源支持。例如，当

地新建蓄水池一座，同时配套完成了巴郎一级电灌站和渠系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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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节水灌溉 2000 余亩，在这一举措推动下，农业循环经

济的发展也必然更为顺畅。

（2）大棚喷滴灌技术开发。如今，在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理

念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节水思想深入人心。可以说，积极引入相

关节水技术，是现代农业坚持走循环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对此，

湟水流域应当做好大棚喷滴灌技术的应用以及创新工作。例如，

当地有的大棚当中已经安装了洒水系统来实施精确的灌溉计划，

提高农业用水的节约率。

3. 提高土地利用率

就农业发展而言，土地作为其重要的基本要素，有着极为重

要的意义。如果对土地运用不当的话，很容易让农业生产率受影响。

所以，为了进一步助力湟水流域的农业循环发展，我们必须要关

注到土地利用方面的工作，综合整理山地、坡地、滩地及废弃土地，

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全面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4. 推广各种节能技术

利用太阳能路灯、太阳能炊具、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房屋等，

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 引进“四位一体”沼气技术。

（二） 农业资源废弃物再利用模式

1. 秸秆再利用模式

农作物秸秆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通过加工改造，可以获得

良好的饲料、肥料、能源和多种有益产品，并可获得较好的经济、

环境和社会效益。具体方法是： 根据当地条件将秸秆还田；用稻

草喂牛羊。

2. 畜禽排泄物再利用模式

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实现畜禽粪便的可再生利用，是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基于此湟水流域农业发展有必要加快打

造一个具有循环性质的“畜 - 沼 - 果”形式的畜禽排泄物再利用

机制。首先，要将果树等方面的裁剪枝叶或劣质水果进行整理收集，

然后运用到畜禽投食中来，以此来实现果园废物的有效运用。其次，

各个畜禽点有必要做好沼气池的构建工作，以此来为当地用气提

供充足和绿色的资源。再者，对于沼气制造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

当地可对其进行肥料加工，然后施用于果树等种植业当中，以此

来为水果种植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肥料支撑，进而助力循环闭

合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特色农业循环发展模式

调整项目区农业结构，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具体表现为：

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发展“一村一品”，筛选出适合本地

区种植的蔬菜品种；推广冬小麦种植技术，避免由于土地裸露大

风天气造成灰尘污染，有利于生态保护，同时提高了小麦的品质；

在荒山、空闲地种植果树，单位面积土地提高产出率，开展果蔬

立体种植。

（四）特色畜牧业循环发展模式

1. 牛羊育肥产业

在湟水流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畜牧草料与饲料资源，这些资源

的存在也为畜牧业循环发展尤其是牛羊养殖的循环式发展带来诸

多便利。对此，借助湟水流域的饲料草料资源，发展牛羊草食畜

育肥产业，其循环农业也已初具规模。这些转变有利于充分发挥

农业资源优势，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2. 奶牛业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随着湟水流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有利的交通、区位和周

边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奶及其奶制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奶牛业

的发展是有希望、有前景的产业。

奶牛业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是：原料（饲用玉米、饲草）基地规划、

布局、建设 + 秸秆青贮、氨化、微生物发酵→奶牛基地建设→奶

牛饲养→出售公犊牛 + 淘汰牛 + 育成奶牛供养殖户→育肥基地→

自产奶源 + 周边奶源收购→奶源保鲜→乳制品加工→鲜奶 + 酸奶

+ 奶粉→粪便→沼气池→沼气→生活、生产用能→沼气液、渣肥

田→马铃薯、蔬菜、饲草等种植。同时，可以实施奶牛粪便→食

用菌基质→食用菌等奶牛食用菌相互结合的模式，从而实现高效、

合理的循环农业，做到产业链延伸、产品多次使用、资源再利用

和废弃物资源化，并实现清洁生产、成本降低，无公害、绿色化。

根据各乡镇的自然条件、经济地理区位、原有基础、交通和需求

市场，合理布局奶牛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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