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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产业是设施农业

的主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新

疆冬春季蔬菜自给率仅有 20%，

南疆地区尤为突出。大力发展设

施农业，是保障南疆蔬菜四季稳

定供给的有效举措，也是推进南

疆地区农业提质增效、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

一、南疆地区设施农业发

展现状

（一）南疆成为大设施蔬菜

重要供应区域

截至 2020 年底，新疆设施农

业种植面积 80.1 万亩，预计产量

253.8 万吨，其中，在产标准日光

温室 33.5 万亩，预计产量 113.8

万吨 ；拱棚 46.52 万亩，预计产

量 140 万吨。其中，南疆设施农

业种植面积 59.51 万亩，预计产

量 163.12 万吨，在产标准日光温

室 16.6 万 亩， 预 计 产 量 40.5 万

吨 ；拱棚 42.91 万亩，预计产量

122.62 万吨。2020 年南疆设施农

业种植面积、产量分别占全疆的

74.3% 和 64.3%，日光温室种植

面积、产量分别占全疆的 49.6%

和 35.6%，拱棚种植面积、产量

分别占全疆的 92.2% 和 87.6%，

南疆已逐步成为新疆设施蔬菜生

产的重要区域。

（二）经济社会效益逐步凸

显

坚持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

略，积极适应市场需求，优化农

业生产区域布局。设施农业提质

增效显著，经济社会效益显现。

阿克苏地区鼓励推广占地少、成

本低、效益高的温室建设模式，

抓好闲置空棚生产恢复和老旧温

室改造，加快推动土地流转和集

约化生产，全地区每标准亩温室

平均效益 1.1 万元 / 亩，30% 的

温室效益达到 2 万元以上，大田

拱棚生产效益在 0.4 万元左右。

和田地区日光温室亩均效益为

1.65 万元左右、大田拱棚亩均效

益为 0.7 万元左右，带动农户 3.5

万户。巴州拱棚蔬菜全年亩产值

达到 0.45-0.55 万元以上，亩均

生产效益 0.35 万元左右，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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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普通作物种植效益的3倍以上。

（三）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大力推行统一生产、统一

标准、统一销售，强化分拣分

级、贮运保鲜、包装加工，设施

农业的产、加、销产业体系日臻

完善。和田地区强化“一个平

台、一个基地、五大中心”建

设，苗圃繁育基地、加工销售中

心、冷藏物流中心、科技培训中

心、农产品研发中心逐步形成，

产业化经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

产品加工能力和关键技术不断优

化升级。喀什地区推进蔬菜物流

信息平台建设，搭建“新疆昆仑

公司果蔬信息平台”，完善“村

收购、乡中转、县配送”三级促

销售体系，为蔬菜分期分批顺畅

销售，优质优价助农增收，奠定

了坚实基础。阿克苏地区支持农

业龙头企业、生产大户和经纪人

大户牵头，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加快形成与现代农业发展相

适应的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

体系。克州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子

商务，引导蔬菜产品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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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类电商平台销售、配送，

加快保鲜能力建设，提高了蔬菜

产品保供能力。巴州在库尔勒市

海宝一级批发市场等地建立了市

场营销网络，同时加大本地市场

的新建和改造力度，支持龙头企

业，发挥中介组织和经纪人在市

场与农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进一步促进了产品流通，扩

大产品销售量。

（四）科技支撑不断强化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加

快，设施农业加快向规模化、标

准化、机械化、信息化、产业化

方向发展。克州将推广设施蔬菜

种植技术纳入农业技术服务重点

内容，加大农技指导服务人员和

种植能手培养力度，确保设施蔬

菜发展重点乡镇技术服务人员不

少于 5-7 人。阿克苏地区发展

蔬菜种植示范户，建立科技生产

示范点，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设施

蔬菜生产。和田地区引进技术人

才，推进设施农业机械化、智能

化生产，促进设施蔬菜向规模

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喀什地区

推广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设

施环境调控等设施农业生产技

术，促进农机农艺结合，提高劳

动效率。 

二、存在问题

近年来，南疆设施农业已

逐步由零星分散种植，向集中连

片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不

断增加，品质不断提升，效益不

断提高，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

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和不

足。

（一）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与内地发达产区相比，新

疆特别是南疆，设施农业发展还

存在现代化、标准化、规模化、

组织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产地市

场建设不足，设施农产品初加

工、储运能力不强 ；农业新型经

营主体培育不足，龙头企业少 ；

品种品牌、质量认证相对滞后 ；

产业链不完整，技术创新和引进

先进技术少，产品效益不高 ；地

州间设施农业发展不平衡，地州

内县市发展不平衡，生产技术和

效益差别大等。

（二）农业技术推广力量薄弱

产业技术服务体系不够完

整，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基层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县乡设施农

业农技推广力量薄弱，良种良法

配套生产技术推广没有完全到

位，现代化农机装备，特别是设

施农业智能化、精准化控制、播

种设备缺乏，设施农业生产成本

高，科技水平偏低，产品品质不

高，市场竞争力不强。

（三）支持、管理力度有待

加强

各地设施农业发展政策和

财政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各相关部门及银行、保险业配套

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需要进一步

加强。基层还普遍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重建设、轻管理”现象，

设施农业管理能效不高，县、乡

设施农业缺乏统筹，科学规划不

到位，行业管理方式科学、规范

化有待提高。

三、加快南疆设施农业发

展措施建议

立足南疆资源禀赋，把发

展设施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发展现代农业的

有效方式、调整农业结构的重要

措施、促进农民增收的良好途

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现代

科学技术和装备为支撑，以实现

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经营为目标，坚

持数量与质量并重，把南疆设施

农业规模调大，结构调佳，品种

调优，效益调高，做强日光温

室，做大设施拱棚，做精设施育

苗，提升生产能力，增加供给总

量，推进蔬菜加工，完善储运体

系，延长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明确发展重点优化功

能布局

聚焦南疆地区，按照“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提质增效、

规模发展”的原则，统筹考虑区

域平衡、光温条件、基础条件、

生产规模、技术条件，确定重

点发展县市，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强化资金统筹倾斜，形成规

模化生产。以具有明显优势的

县（市）区为核心，着力打造常

规蔬菜保供区、冬春蔬菜适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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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特色果蔬优势区三个功能

区，辐射带动南疆县市，充分挖

掘设施农业生产潜能，推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

全疆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优化设施农业生产结构

围绕春提早、夏排开、秋

延晚、冬补缺全季节生产模式，

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

展思路，积极发展现代温室，广

泛发展大田拱棚，持续发展庭院

小拱棚，合理确定种植面积、栽

培品种、茬口安排、上市时间

等，构建产能稳定、特色突出、

发展适度设施农业生产体系。积

极发展现代温室。提高经济效益

为核心，聚焦集约化、专业化、

精细化、智能化、规模化生产要

求，鼓励发展智能温室、支持发

展连栋温室、规模发展日光温

室，加快推进高新技术的普及和

推广，提高现代温室技术示范、

实现智慧种植和管理。广泛发展

大田拱棚。充分发挥大田拱棚投

资少、成本低、好掌握、易接受

的优势，在南疆地区广泛发展大

田拱棚，大范围推广大田拱棚保

温覆盖技术，尽可能延长生产供

应期，有效提高“菜篮子”产品

供给能力。持续发展庭院小拱

棚。在保障农民蔬菜自给基础

上，通过庭院小拱棚生产练习，

掌握大田拱棚、日光温室生产技

能，带动富余劳动力在庭院固定

就业，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增收

成果。

（三）提高设施农业产业化

水平

大力发展初加工。积极发

展延长销售时间类初加工，支持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中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投入

果蔬初加工，开展新鲜果蔬产品

预 冷、 保 鲜、 冷 冻、 清 洗、 分

级、分割、包装等商品化处理。

提高设施农产品储运能力。着力

加强设施农产品储藏、运输设施

建设，鼓励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大户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根据实际需求，新建和

改扩建农产品窖藏、节能型通风

贮藏库、节能型机械冷库、节能

型气调贮藏库等仓储设施。按设

施农业种植面积和商品化处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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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每个设施蔬菜主产县建设

1-2 个集中连片建设集蔬菜储藏

保鲜、净菜加工、分级包装为一

体的加工配送中心，降低损耗和

物流成本，推动设施农产品提质

增效，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对高

品质设施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构

建快速高效的设施农产品物流体

系。加快南疆设施农产品物流节

点规划布局和建设进度，将喀什

地区打造成为大宗设施农产品南

北疆调运与长期供应的区域性物

流中心，构建以阿克苏地区、喀

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

番为重要物流节点的设施农产品

运输通道，推进重要设施农产品

物流节点批发市场、仓储设施建

设，建立跨地区长途调运的冷链

物流体系。

（四）创新设施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大

对设施农业农民合作社、农业龙

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发挥扩大产

业规模、技术支持、示范引领作

用。创新经营方式。鼓励、支持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多元化经营模式，健全完善

龙头经济组织与设施农业基地农

户的利益链接机制，推动提升产

业化发展水平。探索设施农业生

产托管模式，采取“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土地托管模式，

由合作社按托管经营农户土地，

选聘种植能手进行管理。引导推

广“ 政 府 + 企 业 + 农 民 合 作 社

+ 基地”经营模式，扩大种植规

模，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培

育品牌，扩大销售半径，增强市

场调剂能力，促进设施农产品生

产、收购、运输、销售有效衔

接，引导各地发挥市场机制，加

大金融信贷对设施农业的支持。

完善利益连接机制。以保障农民

权益为核心，形成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与普通农户之间的风险共

担、互惠共赢利益联结机制。完

善设施农产品订单协作利益联

结，鼓励设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普

通农户签订保护价收购合同，并

按收购量对农户进行利润返还。

推广“保底收益 + 按股份红”的

利润分配方式，有效维护农民利

益。进一步探索出“市场牵龙

头，龙头带合作社，合作社联农

户建基地”的利益联结机制。

（五）完善南疆设施农业技

术服务保障体系

强化设施农业科技服务保

障能力，形成以公益性技术推广

服务力量为统领，龙头企业、合

作社为补充，基地种植能手为示

范引领的科技服务体系。切实加

强设施农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强化设

施农业各环节“卡脖子”技术攻

关，建立农、科、教、学、研联

系机制，积极开展设施蔬菜新品

种、新技术联合攻关，建立长期

支持、稳定投入的设施蔬菜产业

技术研发体系机制。加快推进现

代设施农业良种工程，优化综合

管理技术，组装配套品种、规范

温室管理、轮作倒茬、节水灌

溉、测土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

等综合农艺技术措施，提高设施

农业管理的科技水平。大力推进

南疆设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基

地建设和产品认证，发挥“三品

一标”奖补政策作用，用品牌化

带动设施农业标准化、高质量生

产。提高设施农业设施装备水

平，大力发展设施农产品电商，

加快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

控制等数字技术在设施农业领域

的推广应用，建设一批智能化设

施农业试点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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