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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5000 acres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Fushan County on the 
Loess Plateau region, the main results are obtained as follows: (1) The project can significantly im-
prove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water-saving, facilities, ecological agri-
culture. The project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condition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rans-
fer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of the project area to water-saving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facilities,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rapidly, to reach the requirements of “flat land, fertile soil, road drainage 
facilities, suitable shelterbelt”. The new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rea increases by 4497.39 acres, the 
farm-shelter forest area increases by 50 acres, the new food production capacity increases by 
284,400 kg, and the total pure income of farmers in the project area increases by 687,300 yuan. (2) 
The proje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soil improvement, landscaping, altering the natural land-
scape, and is conducive to a virtuous cycle of natural ecosystems and efficiency. (3) After the project 
built, the per mu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rns and crops may increase 150 kg; the new planting of 
the total production is 136.27 million yuan. (4) The project is technically feasible and economically 
favorable evaluation, with good economic, social and profound obvious ecologic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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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区浮山县5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研究，结果表明：(1) 该项目可以显著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加快项目区传统农业向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的转变，达到“田地平整、土壤肥

沃、路渠配套、林网适宜”的要求。其中新增节水灌溉面积4497.39亩，增加农田防护林网面积50亩，

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8.44万公斤，项目区农民纯收入总额增加68.73万元。(2) 项目建成后，对于改良土

壤，美化环境，改变自然面貌也有重要作用，有利于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与效益提升。(3) 项目建成

后，玉米和经济作物可亩均增产150 kg，新增种植业总产值136.27万元。(4) 该项目在技术上可行，经

济评价指标优越，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明显的社会效益和深远的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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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耕地生产效率和水资源利用率，保证主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4]。根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
《2012 年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计划》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TD/T1033-2012)，以及按照“先

易后难、分类实施”、“相对集中，连片推进”的原则，综合考虑建设条件和资金保障能力，合理确定基

本农田建设任务、步骤和目标，统筹安排，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5]-[7]。 
浮山县位于山西省中南部(图 1)，太岳山南麓，临汾盆地东沿。东西长约 51.7 km，南北宽约 31.8 km，

总面积约 938 km2。该地区具有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特征，通过对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研究，可以为整

个黄土高原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浮山县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特征是多风少雨，温差较大，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1.8°，年

平均日照总数为 2214.7 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 534.7 mm，平均无霜期为 206.6 天。浮山县冬季受西北季

风影响，寒冷干燥，雨雪稀少，易出现较大西北风。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2.7℃，最低气温−19.2℃，

最大风力可达 8 级以上。春季少雨多风，常出现大风降温和春旱天气；夏季高温伏旱，最高温度可达 37℃
以上，尤以七月份最热，日均温度 24.7℃，常出现暴雨和冰雹天气；秋季气温日差较大，常出现短时间

的连阴雨。降水多集中在 7~9 月份，阴雨过程长达 5~7 天，夏季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得 60%以上。 

2. 研究区概况 

项目区位于浮山县东 35 km 的寨疙瘩乡，面积 217.06 km2，农用地总面积 13,934 公顷，耕地面积 928
公顷(表 1)。全乡地形为土石山区，山峦起伏，高差较大，沟壑纵横，西北高东南低，山交河贯穿全乡向

东流入沁河。该区西起山交村，东到张村，沿山交河呈西北–东南分布，共 9 个行政村(山交、院头、寨

圪塔、候寨、榆社、头岭、范村、潭村和张村)，总面积 299 公顷。项目区集中成片、布局合理，便于统

一规划设计、统一连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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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location of Fushan 
图 1. 浮山县区位 

 
Table 1. The land-use of project area 
表 1. 项目区土地利用情况 

行政村庄 总面积 旱地 林地 村庄用地 农村道路 田坎 河流水面 内陆滩涂 其他草地 交通用地 

土岭 55.86 48.49 0.12 0.00 0.26 6.95 0.03 0.00 0.00 0.00 

张村 55.56 48.41 0.33 0.37 0.79 5.66 0.00 0.00 0.00 0.00 

榆社 52.96 47.04 0.37 0.00 0.46 5.03 0.07 0.00 0.00 0.00 

范村 67.14 56.69 0.16 1.37 1.02 7.70 0.00 0.00 0.01 0.20 

潭村 28.77 25.25 0.22 0.00 0.35 2.83 0.11 0.00 0.00 0.00 

山交 30.28 26.22 0.00 0.03 0.35 2.83 0.00 0.00 0.64 0.00 

寨圪塔 33.09 28.95 0.00 0.00 0.49 3.64 0.00 0.00 0.00 0.00 

院头 21.76 18.75 0.00 0.00 0.06 2.95 0.00 0.00 0.00 0.00 

候寨 1.72 1.57 0.00 0.00 0.01 0.14 0.00 0.00 0.00 0.00 

合计 347.14 301.36 1.20 1.77 3.79 37.75 0.22 0.01 0.65 0.20 

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3.1. 项目区农村经济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3.1.1.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紧邻项目区范围的山交河上共修建 17 个小型拦河坝，设计需水量为 1000~1500 m3，但是没有其他配

套灌溉设施，难以充分发挥灌溉效益，不能满足距离滚水坝较远的农田生产需求。田间缺失配套的灌溉

和排水设施，项目区全部为旱地，加重了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同时，农业基础设施管理效率低，部

分农业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不足，也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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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种植结构单一 
项目区地处黄土高原深部，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种植业是本区农业支柱产业，但农业种植结构

较单一，产业化水平不高，工程、农艺、生物和管理节水滞后。主要原因是项目区基础薄弱，农民文化

程度整体偏低，农村科学信息相对滞后，生产经营活动盲目性较大，制约了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产业

化发展。 

3.1.3. 土壤治理措施单一化，土壤肥力低下 
项目区土壤治理措施单一，只注重无机肥料的使用，致使土壤的物理性状呈现恶化趋势，板结现象

比较严重，可耕性降低。对于土壤的治理措施严重不足，土壤生产效率下降，影响农业的生产。 

3.1.4. 农业生产效益较低，优质、特色农业发展不足 
项目区地方优质、特色产业发展不足，高新农业技术和田间节水技术应用程度较低，农业示范作用

不明显，新、特产业没有形成，辐射带动力较弱，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长期困扰现代化农业的生产发

展，急需国家在项目区优势产业的发展上给予在种源、扩繁等方面扶持，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给予补助。 

3.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综合

开发的战略性措施。在农业综合开发中进一步提高亩均投资，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稳步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打造粮食核心产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要求，是公共财

政支持“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举措，是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开发水平和创新开发体制机制的客观需要，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2.1. 支持浮山县农业与农村支柱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浮山县是产粮大县，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造成发展缓慢，近年来，浮山县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思

路，走高效、优质农业的路子，并依据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规模养殖业和特色种植业三

大支柱产业。但由于浮山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与高标准农田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单位效益低，影响

了农民增收作用。 
国家把建设高标准农田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集中力量予以支持。按

照田地平整、土壤肥沃、路渠配套、林网适宜的要求，进行规划、统筹安排、连片推进，实行田、水、

路、林综合治理，突出抓好水利设施建设，实现高产稳产，是为了彻底改变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是农业综合开发向更高水准迈进的有效尝试。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项目落户浮山县，将极大地丰富

促进和加快浮山县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带动浮山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将更有效地解决浮山县农业发

展的瓶颈问题。同时，浮山县通过多年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的实践也证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

实施为浮山县社会和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和保持农村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2.2.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有效手段 
农业综合开发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发展的是农村生产力，改善的是

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增加的是农民收入。其基本任务就是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建设能灌、能排、旱涝保收的高标准的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最有效

的手段。亩财政投资达 2500 元，投资标准的提高，将极大地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更进一步提

高项目区建设标准。通过修建渠道，配套渠系建筑物，修复配套机井，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整修机耕

路、营造防护林、科技示范和培训，进一步提升项目区整体形象和水平，同时，通过增加财政投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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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引导和调动农民投工投劳和建设项目的积极性。 

3.2.3. 提高当地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和农业生产力水平 
通过项目的实施，对项目区内农业科技人员、农民技术员和农民的技术培训，新材料、新设备、新

工艺的应用和新品种的推广及科技的嫁接，新型农业产业的培育和承接可以全面提高项目区内农业生产

力水平。使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项目成为农业科技的载体和成果转化的平台，使项目区成为

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新品种的展示基地、辐射源和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培训课堂。 

3.2.4. 提高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水平。 
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经营模式。通过农业综合

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扶持并运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可以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一家一户想办

又办不好的事情，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耕地质量，提高耕地的产出率，还可以

通过系列化服务，延伸产业链条，提高粮食附加值。该项目通过引进高科技含量的优质品种和成果，充

分发挥产业的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提高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使项目区农业产品变为优质无公害

绿色产品，使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现实。使项目区农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3.2.5.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发挥规模上的效益。 
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标准来合理安排土地利用，促进项目区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合理化，项目

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现状水平年 0 亩增加到建成后的 4497.39 亩，粮食单产从现状水平年的 388.6 千克

/亩，增加到建成年的 650 千克/亩。项目区通过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农田产出率提高显著，规模效益明

显。 

3.2.6. 提高基本农田质量，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修建管道和配套渠系建筑物，新建配套机井，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整修机

耕路、营造防护林等工程可以极大完善田间基本设施，建成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

田。 

4.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4.1. 经济效益 

通过进行管道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旱地改变为水浇地，灌溉面积可达 4497.39 万亩，大大促进了山

交河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土地亩产。增加农田防护面积 0.05 万亩。项目建设前玉米亩均单产 350 kg，
项目建成后，玉米亩均单产 500 kg，比建设前净增加 150 kg；其它经济作物亩均单产比建设前净增加 150 
kg；按现行市场价格，共新增种植业总产值 136.27 万元(表 2)。 

4.2. 社会效益 

通过 4497.39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可显著改善寨圪塔乡山交村、院头村、寨圪塔、候寨

村、榆社村、头岭村、潭村、范村和张村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加快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进程，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将会得到明显改善，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大大增强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通过对项目区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户的农业新技术培训、示范推广带动作用，将对本区

域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的科技意识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使农民科学种田、学科技、用科技、用市场经济

知识的意识进一步提高。对农业服务体系的扶持、完善将会进一步增强本区域农业的服务功能。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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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project area 
表 2. 项目区经济效益 

名称项目 单位 玉米 经济 合计 

种植面积 亩 4047.65 449.74 4497.39 

作物组成 % 90 10 100 

治理前产量 公斤/亩 350 450 800 

治理后产量 公斤/亩 500 600 1100 

增产量 公斤/亩 150 150 300 

单价 元/kg 2 2.2 4.2 

增产效益 万元 121.43 14.84 136.27 

 

区开展的农业高新技术，将会为生产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通过对山交河水资源的高

效运用，将会增强项目区农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水资源的意识。同时，通过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有机

与无机、农艺措施与良种良法相接合，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绿肥种植、合理轮作等措施改良土壤，

可以改善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防止水土流，提高土壤有机制含量。通过更新水利设施，

配套完善渠系结合，可以有效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利用，减少水资源污染，有利于群众改变传统的

农业种植模式，增强结构调整的积极性。田间道路的配套完善，为机械化作业、区域化、规模化生产提

供了便利条件。 

4.3. 生态效益 

在项目区通过营造 50 亩防护林、栽植 1.11 万株杨树，保证树种成活率达到 95%以上，保存率达 85%
以上，可显著改善农田小气候，有效防风护田，新增农田防护面积 500 亩，有效保证项目区农业的持续

增收；同时将会有效的防止风沙危害，减少风沙等自然灾害对项目区农田的影响。通过大力开展植树造

林，净化、亮化、美化项目区整体环境条件，将会极大的促进项目区农民自发开展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通过渠、路、林、田的综合配套，实现大地园林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该项目主要对浮山县寨圪塔乡石山交村、院头村、寨圪塔、候寨村、榆社村、头岭村、潭村、范村

和张村 4497.39 亩耕地的渠路林田进行了全面设计，项目区内交通便利，有良好的施工条件，本次建设

的项目工程，规划合理，符合发展节水工程要求，投资省，效益显著，管理方便，维修费用少。项目实

施后，显著改善了生产条件，改善灌溉面积 4497.39 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4497.39 亩，增加农田防护林

网面积 50 亩，扩大良种种植面积 0.43 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28.44 万公斤，增加其它农产品 27.65 万公

斤，项目区农民纯收入总额增加 68.73 万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该项目不但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有效抗御自然灾害的威胁，使农业增产、群众增收，而且对于改

良土壤，美化环境，改变自然面貌也有重要作用。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有利于自然生态系统良

性循环，生态效益显著。 
经分析计算，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11.7%，大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基准收益率 8%，项目财务净现

值为 152 万元，收益和成本比为 1.15，投资回收期为 9.2 年。总体评价该项目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工程

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加快项目区传统农业向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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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速度，达到“田地平整、土壤肥沃、路渠配套、林网适宜”的要求。 
综上所述，该项目在技术上可行，经济评价指标优越，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明显的社会效益和深

远的生态效益。 

5.2. 讨论 

土地的分户承包为项目实施带来不便。项目建设要占用耕地，而耕地的分户承包，可能会对项目实

施带来不便，个别农民的行动迟缓也可能会影响项目的整体实施。应采取有效措施，在不违反国家政策

和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妥善解决项目用地问题，保证实现统一规划、连片经营、规模运作。 
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了给项目实施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应当充分调动榆次区有关部门

和项目所在镇党委与政府及涉及村委会的积极性，特别要注意通过市场机制充分调动项目区中广大农民

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做到群策群力才能加快项目的建设速度和保证建设质量。 
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制约项目区农民继续增收的重要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科技、需求、

标准、价格等信息传递滞后，市场发育不够完善，这就需要政府加强这方面的服务职能，为农民及时提

供相关信息，积极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使其能够及时应对市场变化，有效躲避经营风险，适时调整产业

结构，加快商品流通，从而形成高效运作的商品生产和农业产业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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