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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色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农业生产新的增长点。本文从特色作物在伊犁河谷农业

生产中的作用、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提出发展举措，为农业行政、科

研、推广等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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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 crops have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aracte-
ristic crops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Yili Valley,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finds out the 
deficienc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measur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extension and other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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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特色作物是泛指大宗农作物以外的各种小宗作物。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优化人类食物结构外，特

色作物在发展区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近年来，随着市场

引导和政策的支持及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伊犁河谷特色作物的种植面积、品质逐年提高，

布局渐趋科学合理，部分作物规模初步形成，一些特色作物已经以其独特的品质和较高价值闯出一定知

名度，占有一定市场。 

2. 特色作物在河谷农业中的重要作用 

(一) 保障粮食安全 
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杂粮杂豆等特色作物与其他大宗作物相比，具有更大的增产空间，

其对特殊地域环境的适应性,拓展了粮食作物的生长空间，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伊犁

河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稳定在 3.6 × 105 hm2以上，杂粮杂豆、大麦、薯类等约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 4%~6%，

占粮食作物总产量的 2%~3%。在保证粮食供给，稳定粮食总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杂粮杂豆等粮食作物

的种植不仅可以为全谷物食品提供原料，对缓解目前主粮同质化、缺少功能化、个性化、优质化产品的

局面也有重要意义[2]。伊犁河谷虽然被誉为“塞外江南”，光热水资源充足，但仍有一些地区土壤质量

不高、降水不足、自然灾害多发，此类地区种植大宗粮食作物产量和效益均欠佳，改为种植一些抗逆性

好、对肥水要求不高的杂粮杂豆对增加粮食作物种类，改善膳食结构，推进粮食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也有积极作用。 
(二) 促进脱贫增收 
从目前来看，单靠推广常规作物新技术、新品种，加强田间管理等方式，已无法完成农业种植收入

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特色种植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增长点。近年来，伊犁河谷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突出区域优势、区域特色，根据市场需求、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通过宣传引导、企业和

合作社带动引领，鼓励农民调减粮食作物面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以 2020 年为例，河谷特色种植

总面积 5.5 万公顷，其中带动贫困户发展种植 2000 公顷，涉及贫困户近 2000 户，带动贫困户务工人次 1
万余次，户均增收 1200 余元，有效助推伊犁河谷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而言，精准施

策、因户施策发展特色种植已成为促进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三) 带动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健康发展、经济增长的瓶颈。近年来，

伊犁河谷充分利用自然优势，调整种植结构，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促使特色种植业规模与产值不断提升。

以昭苏县为例，该县充分发挥其气候冷凉温润，土壤肥沃疏松，马铃薯种植历史悠久等特点，积极调整

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种植规模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已由 2017 年的不足 400 公顷，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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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 760 公顷，产量也从 2017 年的不足 1 万吨，增长到 2020 年的 3 万吨。目前，昭苏已形成“公

司 + 基地 + 农户”的马铃薯产业链条，马铃薯种植也由“一村一品”升级为“一乡一业”。马铃薯已

成为昭苏农牧民发家致富的“拳头产品”，更成为昭苏打造“马铃薯大县”的支柱产业。 
此外，各县市立足优势、创新思路，依托特色农业种植引导企业大力发展产品加工与休闲观光，促

进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如：特克斯县砺剑锋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设施农业基地，建设集餐饮服务、休闲

采摘、农事体验等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园；伊宁县冠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种植薰衣草、油菜等，打造万亩

天山花海国家公园；昭苏县结合特色农业发展全域旅游，打造千亩油菜花、“七彩农田”、百药园等农

事景观带；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芦草沟薰衣草基地打造成解忧公主薰衣草农场。受产品加

工和旅游开发带动，2019 年薰衣草种植面积增长 5 万亩，红花种植面积增长 8 万亩。特色种植成为州直

农牧民增收、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 

3. 特色作物种植现状 

(一) 种植面积稳中有升 
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持续深入，新技术新品种的不断引进和种植户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一些新

型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伊犁河谷特色作物种植面积由 2016 年的不足 3 万公顷，增长到 2020 年的 5.5
万公顷，占河谷农作物总播面积 10%以上，其中优势特色种植比例显著提高。以中药材和香薰植物为例，

2017 年贝母、黄芪、水飞蓟、芍药等中药材种植面积约 5700 公顷，到 2020 年已发展到 6500 余公顷；

香薰植物也由 2017 年的 4500 公顷，扩大到 2020 年的 7400 公顷。 
(二) 特色种类逐步增多 
由于常规作物增收空间小，部分种植户逐步将目光转向收益较高的特色种植，种植种类也由以前的

杂粮杂豆、瓜果蔬菜扩大到目前的芳香植物、中药材、小油料、籽用瓜、制种玉米、加工蔬菜、食用菌、

薯类等。其中杂粮杂豆主要有大麦、青稞、高粱和蚕豆，豌豆、谷子、黑麦、鹰嘴豆、花芸豆和绿豆等

也有小面积种植；薯类主要是马铃薯和甘薯；小油料作物主要包括红花、油葵和胡麻；芳香植物有薰衣

草、甜叶菊、罗马甘菊、万寿菊、香紫苏和玫瑰花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较大的有贝母、芍药、黄芪、金

银花、藁本等，小面积种植的有甘草、丹参、白术、防风、水飞蓟、射干、杜仲和阿魏等；籽用瓜主要

是打瓜、籽用葫芦和籽用南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伊犁河谷种植的特色作物有 60 余种，其中亩产值超

过 2000 元的至少有 30 余种，亩产值超过 5000 元的达 10 余种。 
(三) 部分作物已初成规模 
伊犁河谷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越的自然资源，加之技术逐渐成熟，市场和效益基本稳定，部分作物

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力的伊犁薰衣草就是其中之一。薰衣草自 1964 年引

入伊犁河谷，经过近 60 年的不断发展，种植面积已超 5000 公顷，占全国总量的 95％以上，成为全球第

三大薰衣草生产基地。薰衣草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几大薰衣草知名品牌，催生了多个旅游景区，

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有效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作为后起之秀的制种玉米，由于采用

了“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发展模式，加之经济效益较好，种收机械化程度高，种植规模迅速扩大，

已突破 7000 公顷，面积仅次于红花。 
(四) 特色区域基本形成 
各地结合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农民种植习惯及市场、效益等因素，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特色种

植产业带已基本形成。以察布查尔县、伊宁县、霍城县、尼勒克县和特克斯县为主的红花产业带；以霍

城县、伊宁县、察布查尔县、霍尔果斯市和昭苏县为主的芳香植物产业带；以巩留县、昭苏县、特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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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和新源县为主的中药材产业带；以霍城县为中心辐射察布查尔县、伊宁市、伊宁县的瓜类产业带；以

昭苏县、伊宁县、新源县为主的马铃薯产业带；以察布查尔县、霍城县、巩留县为主的加工蔬菜产业带；

以及近年发展起来的以察布查尔县、新源县和巩留县为主的制种玉米产业带。 

4. 特色作物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重视程度不够。长期以来，伊犁河谷特色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地位不高，项目投入少，产业扶持

政策缺乏，发展边缘化，导致基础研究落后，相关技术、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力度不足，配套技术不到

位，生产管理粗放，无法实现集约化、标准化种植。 
(二) 生产成本高，比较效益低。特色作物种植规模普遍较小，分布散，农机与农艺融合性差、用工

较多等导致种植成本增加；特色作物合作社和生产加工企业少，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较低，产业链短，

产品附加值不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受到影响。如伊犁河谷的红花，种植规模较大，但精深加工企业缺乏，

只能卖原料，经济效益不显著。 
(三) 机械化水平低。部分特色作物种植制度多样，有间作、套种，有平播种植、还有起垄种植，且

垄行距不一，缺乏与现代生产手段相适应的集中连片种植和规模化管理，严重影响收获机械的适应性。

特色种植配套机械引进缓慢，现有机械装备的可靠性、适应性等不能满足特色作物生产需要[3]，导致大

部分特色作物无法实现生产机械化。仍以红花为例，干花采收全部靠人工，到了采收季节还可能遇到“雇

工荒”，干花不能按时收获，结实率降低，产量和产值得不到保障。 

5. 发展举措 

(一) 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先行。伊犁河谷将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列入“十四五”

规划，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结合区域特色，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产业化为目标，以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为平台，以特色作物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为突破口，走优质、高效发展之路。同时，

创新特色作物发展方式，以特色种植为依托，通过产业联动，将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进行集约化配置，

使生产种植、产品加工、销售与休闲观光以及其他服务业有机整合，促使一二三产业紧密相连、协同发

展，使特色种植成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区域发展的新动力。 
(二) 加大项目、政策支持力度。特色种植规模化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项目支持和政策倾斜。科研单

位和农技推广部门结合项目实施，培育、引进、筛选适宜当地种植、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对农民

增收有较强带动作用的特色作物，为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奠定基础。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给予适度政

策倾斜，鼓励种植大户、合作社、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特色作物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生产能力

和生产条件建设，依靠先进技术和产品质量提高产业竞争力。 
(三) 充分发挥“特”性，提升产品竞争力。区域生产条件的特殊性，是保证产品品质优于其他区域

同类产品的先天优势，在实际生产中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严格农业投入品的使用，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

生产中的作用，保证产品质量，确保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强化品牌意

识，引导企业和农户积极参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建设和管理，提升品牌效应，保证产品收益。 
随着种植规模逐渐扩大，产业链条日益健全，重视程度逐步提高，特色作物在伊犁河谷种植结构

调整、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合理制定发展规划，开展相关研究是当前主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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