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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峰2017年10月12日目录一、全县设施农业发展概况二、发展优势三、种植模式四、技术推广五、工作措施六、下步发展思路设施农业总面积39万亩，年产蔬菜95万吨。特点品种丰富（大宗蔬菜）区域化布局（两河两路一区）规模化种植（打造6个万亩园区）绿色科技引领（技术）高原寒区特色突出产品畅销大江南北（通过6个市场、500多经纪人销售）一、全县设施农业发展概况宁城县设施农业面积构成面积万亩万亩园区大城子万亩番茄园区一肯中万亩辣椒园区八肯中万亩茄子园区黑里河亿袋食用菌园区二、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国家级贫困县首批革命老区县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创建县全国580个蔬菜种植基地重点县之一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国家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全国牛羊调出大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一）宁城县是农业大县全县辖13镇、2乡、3个街道，305个行政村、19个社区。总人口615237人、223245户，其中农业人口525724人，人口总数在全区103个旗县区中位居第三，在全区80个旗县中位居第一。2016年县财政收入712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16元。年日照2900小时左右，年均积温21003200℃，年平均气温6682℃，无霜期110150天，年降水量390－500毫米。全县地处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地势西高东低，海拔最高18909米，最低429米，全县平均海拔8326米。西部山峦起伏、中部丘陵广阔、沿河平川狭长，构成了“五山四丘一分川”的地貌特征。全年光照时间充足，冬季气候干旱，降水量少，昼夜温差大，具有适宜发展设施蔬菜产业的自然气候条件。宁城县介于东经118°15′119°25′、北纬41°17′41°53′之间，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二）自然条件优越（三）区位优势明显我县地处蒙冀辽三省区交界处，东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汇处，距北京市380公里、沈阳市450公里、秦皇岛港300公里、锦州港230公里、赤峰民航机场110公里，是内蒙古距出海港口最近的地区，具有背靠东三省，面对京津冀的区位优势。（四）道路交通便利境内有叶赤铁路和国道306线、508线、省道505线、赤峰至凌源一级公路。2016年开始，启动建设赤峰至京沈高铁连接线宁城站，到2019年正式通车，开启宁城县高铁时代。叶赤线电气化改造、天义平泉一级路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县内道路交通将更为便利。（五）水资源富集多年平均降水量451毫米。老哈河和坤头河两大河流贯穿全境，县内大小干（支）流达到24条，有大中小水库15座。水资源总量达到4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量294亿立方米，地下水可开采量198亿立方米。（六）环境无污染县域西部有黑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415万亩，是老哈河发源地之一和全县水源富养地紫蒙湖所在地。全县无工业“三废”排放，空气清新、雾霾天气少，土壤无污染、地下水甘甜，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域旅游示范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三、全县设施农业种植模式（一）日光温室黄瓜一大茬种植模式均一大茬越冬种植，每年10月中旬左右定植，11月中下旬上市，翌年5月下旬罢园。种植面积9万亩，年产量34万吨。近几年受黄瓜价格的影响，有种植经验的老园区逐渐形成了黄瓜一年三茬种植模式（大黄瓜－小黄瓜－小黄瓜）。（二）日光温室辣椒套豆角种植模式均一大茬种植，辣椒每年10月下旬定植，翌年1月下旬开始上市，其中豆角在脊柱下垄北端定植一穴豆角。6月下旬罢园。种植面积8万亩，年产量18万吨。（三）番茄两茬种植模式全县日光温室均冬春茬及夏茬种植，种植品种主要是硬果粉番茄。冬春茬每年10上旬定植，翌年1月下旬开始上市，4月上旬罢园。产品主要通过北京大洋路市场销往全国各地；越夏茬于5月上旬定植，7月下旬开始上市，8月下旬罢园，主要供应上海等南方市场。面积5万亩，年产量17万吨。（四）日光温室圆茄一大茬种植模式宁城茄子以圆茄品种为主，全县均一大茬种植，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定植，10月上中旬开始上市，至翌年6月下旬罢园。产品主要销往京津冀及赤峰周边地区。种植面积3万亩，年产量10万吨。（五）日光温室韭菜均越冬茬种植，每年的11月上旬开始盖膜升温，12月下旬开始上市，翌年4月上旬结束，割3－4刀韭菜。种植面积075万亩，年产量10万吨。主要集中在汐子镇。产品主要销往河北、东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盟市。（六）滑子菇（香菇）宁城县食用菌90以上是滑子菇，袋式栽培。全县栽培总量15亿袋，产量15万吨，主要集中在甸子、黑里河等西部山区镇乡。每年11月份开始发菌，翌年4月末至5月上旬开始上市，至10月中旬结束。以鲜菇、烘干、盐渍等初加工产品为主，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部分产品出口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七）火龙果休闲采摘种植模式宁城县火龙果为粉肉火龙果。7月末至8月初采摘上市，翌年1月中旬左右结束，采摘期6个月左右。亩定植1500株左右，亩产量2000－3000公斤，亩效益8万元左右。四、宁城县设施农业技术推广由赤峰市经济作物工作站提出的“二优、五化、三控”技术（一）“二优”优型棚室结构日光温室全部采用半地下式机建厚墙体建造技术，即下挖05米，跨度8－9米，脊高45－5米，后墙底宽4－45米，上宽2－25米，后坡仰角40－45度，钢架结构。优良新品种黄瓜中荷16、6M12、琬美8、合作1号等番茄汉姆一号、奥特优、赛丽等辣椒运驰3782、迅驰3779等茄子超亮紫茄、龙尼德、威捷达等（二）“五化”高效化茬口技术所有作物种植茬口与周边不同（上述）。集约化育苗技术嫁接技术，工厂化育苗等。标准化栽培技术大垄高台地膜覆盖膜下微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全部实现水肥一体化（冲施水溶肥）棚室管理机械化深翻整地、起垄、运菜等（二）“五化”（三）“三控”棚室环境调控技术智能手自一体放风器绿色防控技术黄蓝板诱虫、生物农药等抗土壤连作障碍调控技术秸秆反应堆、生物有机肥、农家肥（有机肥）等。另电动卷帘机、棉被草帘双层覆盖（或双层草帘覆盖）、PO等高透光防雾滴棚膜等，确保冬季不加温可以正常生产。五、宁城设施农业发展采取的措施一是强化政府推动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组织、专项推进、目标考核。二是加大政策扶持连续20年出台产业发展优惠政策两个不设上限整合各项资金4亿元、县乡累计投入资金5亿元、累计发放低息贷款20亿元。三是健全服务体系县有专门服务队伍（蔬菜局、经作站、设施农业办公室等），乡镇有蔬菜站或农牧中心，村级技术员，设施农业园区农民技术员。全县形成了以自治区、赤峰市经济作物工作站为技术依托，区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技术支撑，县乡公益性为主，农民技术员和农资经销企业等社会化服务为补充的设施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和服务网络。四是加强科技支撑中国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农牧科学院、赤峰市农牧科学院等。内蒙古高原设施园艺院士团队教学科研工作站（沈阳农业大学）。五是培育提升品牌影响力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53个，地理标志4个。首农集团、海淀区蔬菜联采联盟、北京新发地、大洋路市场、上海江桥市场。北京海尔云厨首批千县千品战略合作伙伴。家乐福、物美、超市发等超市。地标产品宁城尖椒地标产品宁城滑子菇地标产品宁城番茄地标产品宁城黄瓜六是壮大合作组织全县304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围绕设施农业1000多家。立志果蔬、云祥蔬菜国家级示范社。六、宁城县设施农业下步发展思路“十三五”期间，宁城县以建设国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目标，加快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每年新增设施农业5万亩以上，到2020年，总面积达到60万亩，年产各类蔬菜140万吨，产值达到54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建设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高原寒地反季节绿色蔬菜供应基地。1提质增效。重点是加强监管，实现全程可追溯，打造安全放心高原寒区绿色反季节蔬菜种植基地。2提档升级。由大路菜销售向分拣包装、净菜上市精品菜销售转变。3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尤其是与主导产业发展及产业扶贫相结合，继续打造规模园区。4与休闲观光农业相结合（全国休闲观光与乡村旅游示范县）。5加强对广大菜农的技术培训，不但提高种植管理技术，还要转变种植理念。如双减提质、分级包装、净菜上市、农产品可追溯等，适应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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