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5

致富观察Z

云南山地多，连片农业生产基地少。
云南的气候适合多样化的植物生长，
“山脚种稻谷、蔬菜，山腰种玉米，
山顶种马铃薯”的情况十分普遍。但
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滞后，产业化和规
模化程度偏低，生产基地“小散乱”
情况突出。加之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
和耕作方式千差万别，造成不同作物
收获期各异，收获后的田地大量闲置。

此外，受传统休耕轮作观念影响，
部分农户认为，农田土地应入冬而休、
春晓而耕。于是，不少农田被抛耕、
闲置。实际上，云南独特的自然条件，
使得全省大部分地区秋冬季和早春季
的水、气、光、热条件依旧十分充足，
完全能生产一季优质作物。田地需“冬
闲”的偏见，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亟待合理利用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认

为，冬闲田是十分宝贵的“沉睡”土
地资源，如能结合地区生产实际，因
地制宜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所产生的
效益不容小觑。

首先，转变农民的思想认识。当
前，许多农村年轻劳动力前往城镇务
工、落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多
为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在作物收获
后很难再有精力对土地进行精细养
护。因此，大部分冬闲田多以原始的
抛耕、撂荒形式存在。在冬闲期，这
些闲置田地杂草丛生，有些甚至长期
淹水或随意放牧，导致土肥流失、土
壤结构受到破坏，成为一些病虫害的
越冬温床，令土地生产力持续下降。
因此，一方面，应转变农户对冬季休
耕的认识误区，引导他们结合实际情

况，通过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不高、技
术要求相对较低的短期经济作物等，
合理利用闲置田地，增加收益。

其次，省级层面应积极探索冬闲
田开发利用模式。通过规模化发展春
夏季作物，形成某个区域上大致相同
的收获时间，解决冬闲田零散问题。
此外，科学测算冬闲田生产承载能力，
合理布局冬季作物，并在农产品市场、
品牌效应等方面加大投入，形成一批
示范带动典型。在这方面，红河州、
文山州等地探索出规模化利用梯田冬
闲时节蓄水养殖鲤鱼的路子和梯田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为农户带来亩均
1000 元左右的增收。

在利用模式上，云南省饲草饲料
工作站研究员邓菊芬认为，根据云南
冬季的气候和土地实际，利用冬闲田
发展优质饲草产业或是一条不错的
路子。

“多年的科学验证，云南大部分
地区冬季的水、气、光、热条件足以
生产一季优质饲草，按 70% 的饲草饲
料作物转化率计算，全省冬闲田资源
理论上具有 300 万个单位的黄牛饲养
能力，利用潜力十分巨大。”邓菊芬
说，此举不仅能显著提高云南优质
饲草饲料发展层级，破解养殖业饲
草饲料短缺的问题，还能盘活土地资
源，增加群众收入。比如，楚雄州禄
丰市、南华县等地利用冬闲田积极推
广种植苜蓿等豆科牧草，不但促进了
当地牛羊养殖产业的发展，还通过牧
草本身具有的固氮能力强、耐寒、耐
旱等特点，极大地提高了土地肥力，
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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