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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草产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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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对策

宋乃平#

!肖绪培#

!

$

!王 峰!

#

#(

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宁夏 银川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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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宁夏 银川
78""$#

$

!(

盐池县草原管理站!宁夏 盐池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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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草产业是平衡草地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应用
19:-

方法分析了盐池县草产业发展的

优势"劣势"机遇和危机!并由分析矩阵将盐池县草产业发展方向确定为利用机遇"克服劣势的扭转型战略#提出

在夯实增长战略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扭转型战略!将盐池县建成牧草产业区#

关键词!草产业$

19:-

分析$产业发展方向$对策$盐池县

中图分类号!

1;#$

$

<!"7(!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6$4

#

$"#!

%

#$=$"4#="6

"!

!!

草地是北方农牧交错带和西部牧区最主要的土

地利用类型!

$"

世纪后
8"

年对于草地的粗放利用

和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草地与畜牧业的矛盾加剧&

草地与耕地的比较效益下降'

#

(

)长期过度利用导致

的草地退化很难消弭!在利用过程中恢复草地生态

依然是我国的国情'

$

(

)草产业因其鲜明的生态性&

经济性和社会性'

!=8

(

!在生态脆弱地区得到了广泛发

展'

6=7

(

)草产业不仅包含草地的气候&水分&土壤条

件和饲草生长#生产%!还包括饲草料加工&养畜及畜

产品加工)它通过系统的产业链将多种资源或要素

按照现代高效生产方式进行组配!提高资源效率)

盐池县位于我国农牧交错带西段北缘&宁夏东部!草

畜业比较发达!但受产业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规律

等多种因素制约!草产业也面临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和可持续问题)农牧交错带和西部牧区优势与劣

势&机遇与危机并存!发展草产业的最大障碍是从中

选择适宜的发展战略)

19:-

方法是开展产业发

展优势#

1>?@A

B

>C

%&劣势#

9@DEA@FF

%&机遇#

:

GG

&?=

>HAI>

J

%和危机#

-C?@D>

%的战略研究与竞争分析的重

要工具'

;=4

(

!也是分析资源匹配性的有力工具)本研

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运用
19:-

方法分析要素不

匹配条件下草产业发展战略和对策!以期为该区域

草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

!

盐池县草产业发展的
19:-

分析

%(%

内部优势分析
!

土地资源丰富)盐池县土

地总面积为
7#!"EK

$

!其中耕地面积
;;4"7CK

$

!

园地面积
4;"CK

$

!林地面积
$";"#4CK

$

!草地面

积
!;7!#!CK

$

!其它各类土地
$77;#CK

$

)林地中

有
#7!!!!CK

$ 的柠条 #

!"#"

$

"%"&%'(#)(*&"

!

!+,-#./&%.,&&

!

!+)&0#-

1

/

2

33"

%林可轮替平茬用于

饲料生产!耕地中每年有
6667CK

$ 用于生产一年

生优质牧草)这样!就有
867!#!CK

$ 的土地用于

生产饲草!占盐池县总土地面积的
74(6L

)

丰富的优质牧草种质资源)盐池县共有草原植

物
!6

科
#78

种!以旱中生植物为主!其中能够被利

用的有
#"!

种'

#"

(

)甘草#

43

2

0

2

##/&5"6#"3(%.&.

%&

苦豆子#

7-

1

/-#""3-

1

(06#-&*(.

%既是优质药材也是

饲草!还有白草#

8(%%&.('6)0(%'#".&"'&06)

%&冰草

#

9

$

#-

12

#-% )-%

$

-3&06)

%&针 茅 #

7'&

1

" :6%;

$

("%"

%&胡枝子#

<(.

1

(*(5":&0-3-#

%以及草木樨状

黄芪#

9.'#"

$

"36.)(3&3-'-&*(.

%等优质牧草)锦鸡

儿属#

!"#"

$

"%"

%植物&花棒#

=(*

2

."#6).0-

1

"#&;

6)

%以及羊柴#

=(*

2

."#6))-%

$

-3&06)

%等灌木既

是优质饲料!也是固沙植物)近些年还成功引种了

十余个苜蓿#

>(*&0"

$

-."'&?"

%品种和数十种藜科&

禾本科饲料植物#品%种)

有扬黄灌溉之利)全县水资源总量
8(##"M

#"

7

K

!

*

D

5#

!其中地表水资源
$(64"M#"

7

K

!

*

D

5#

!

可被开发利用的地下水
#(7""M#"

7

K

!

*

D

5#

)汛期

雨洪水约为
#(;;!M#"

7

K

!

!主要分布在麻黄山及其

以南的黄土丘陵区)农业灌溉主要依靠
8(;8"M#"

7

K

!

*

D

5#

#

$"##

年%的扬黄水量!灌溉土地面积

"

收稿日期+

$"#!="$="7

!!

接受日期+

$"#!="N="#

项目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

47!

%前期专项#

$"#$.O7$!$"6

%$宁夏大学
$##

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宋乃平#

#46!=

%!男!陕西扶风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生态过程)

3=KDI'

+

F&A

B

A

G"

#6!(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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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N"CK

$

!分布在惠安堡&冯记沟&王乐井和花马

池等乡镇)

发展优质草产业的自然环境好)盐池县工业和

城镇化不发达!污染轻)大面积为内流区!少量的外

流区还是水分的输出区域!河流输入性污染轻)草

畜产业的生产方式比较传统!具有发展绿色草产品&

畜产品和药材的环境优势)

关联产业的品牌价值高!带动能力强)草产业

与畜牧业&中药产业和旅游业结合紧密!有利于发展

上&下游结合的多种产业和产业链!实现增值)盐池

县是,中国滩羊之乡-和,中国甘草之乡-!分别注册

了产地证明商标)

#44"

年的羊只饲养量为
8"

万

只!

$""7

年达到
;$

万只!

$"#$

年突破
#8"

万只)目

前累计种植人工甘草
8(7M#"

N

CK

$

!建立野生甘草

资源保护基地
$("M#"

8

CK

$

!每年能生产甘草数千

吨'

##

(

)

%(&

内部劣势分析
!

气候干旱和水资源短缺仍

然是障碍草产业发展的首要问题)气候是生产力最

重要的支持因素)盐池县
#48N5$"##

年平均降水

量为
$;4KK

!由东南部
!8"KK

向西北减少到
$8"

KK

!

6;L

的降水量集中在
754

月!降水变率
.Q

为

"(!"

$年平均气温为
;(#R

!

#

"R

的积温为
!8#"

R

*

S

!年日照时数
$;6$C

)人工牧草种植要求的

年降水量在
N""KK

以上'

#$

(

!盐池县在
8;

年中!年

降水量
#

N"" KK

和
#

!8" KK

的年份分别占

#$(#"L

和
#;(47L

)可见!能基本满足牧草生长所

需降水量的年份很少!草地生产力低而不稳)

优质牧草育种技术&高效栽培技术&草产品加工

技术还很欠缺)

$"#"

年盐池县经营牧草种子的公

司有
7

家!均仅从事牧草种子采收与经销!而未从事

牧草种子的选育和繁育)盐池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主

要开展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推广!草原站也只是

从事草原管理和监督!不从事牧草栽培)全县有草

产品加工企业两家&合作社
##

个)但是规模小!产

品种类少!品牌效应尚未形成)

种草与种粮的收益差别影响到农民种草的积极

性)在雨水较好的年份!种粮的收益明显好于种草!

但多年综合而言!种草的收益还是好于种粮)由于

降水量年际波动显著&劳动力价格和机会成本上升&

国家实行种粮补贴等!农民更喜好种粮)

栽培草地经营水平低!牧草加工能力弱'

#!

(

)栽

培草地的土地质量差!农民投入低!经营方式落后)

草地规模小!农民追求技术进步&效益的动力不足)

全县栽培草地面积仅为天然草原的
#

"

#8

!高产稳产

的灌溉栽培草地仅占栽培草地面积的
8L

)多数农

民对牧草管护&刈割&晾晒&调制&加工的技术体系尚

未完全掌握'

#"=##

(

)适应规模化草产品生产加工的机

械和设施配套跟不上需要)

种草&管草和用草的经济社会机制尚不健全)

种草大户&专业户还不够多!带动能力不强$种草的

技术服务&机械供应和奖补政策对草产业的支持不

够$各类草产品市场尚不成熟!订单草产品&鲜草直

接销售&养殖园区与草业生产基地的长期供需关系

还未大面积形成$天然草原利用政策僵硬)

%('

外部机遇分析
!

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愈加

明显)

$"##

年!盐池县草原干草产量为
N$(;!

万
>

$

$(67

万
CK

$ 柠条林平茬的茎叶干物质量为
7(#$

万
>

$

!($

万
CK

$ 苜蓿干草产量为
#8(;N

万
>

$

"(67

万
CK

$一年生牧草干草产量
!(8

万
>

$牧草总产量为

64($4

万
>

)此外!

7(67

万
CK

$ 各类农作物秸秆生

产量为
N"(#$

万
>

)以上共计
#"4(N#

万
>

!饲草缺口

#8

万
>

!导致草产品价格上涨快!苜蓿干草价格由

$""8

年的
7""

元*

>

5#上涨到
$"#"

年的
#8""

元*

>

5#

!

$"#$

年的
$$""

元*

>

5#

)

国家粮食进口突破
#"L

!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

等!凸显了草地畜牧业的价值'

#N

(

)国家将更加重视

对于牧区的食物供给!草&畜产品将成为国家政策支

持的重点).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意

见/&.宁夏回族自治区草产业发展意见/&.盐池县关

于加快滩羊发展的意见/&.盐池县关于加快甘草发

展的意见/都对草产业发展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发展观对区域发展方向和

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盐池

县确定为限制开发区!草产业是符合主体功能区定

位的产业类型)国家在西部贫困&生态改善地区实

施生态补偿!支持了草产业的发展)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鼓励土地流转等政策!宁

夏,关于加快中部干旱带生态环境建设与大力发展

草畜产业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草原禁牧封育

工作的通知-!以及盐池县,生态立县-战略的实施!

使得天然草原明显恢复!栽培草地的保有量大大增

加!为发展草产业奠定了基础)

%('

外部危机分析
!

草产业要素的不匹配和不

确定性)目前!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提高较

$4"$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慢!将长期威胁草产业的发展)草产业企业和专业

户的成长面临土地规模小&资金短缺&贷款难&技术

支撑不力等多方面的门槛)

气候变化&产业间比较优势会削弱水资源供给!

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盐池县
$""#5$"##

年平均

降水量为
$;8KK

!接近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但相比

$"

世纪
4"

年代的年平均降水量下降明显#

$$

KK

%)另外!黄河源区来水量的年际差异直接影响

到扬黄灌区的引水量!

$""$

年宁夏因黄河水量减少

造成的不能正常冬灌的面积为
#$

万
CK

$

'

#8

(

)

草产品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国内牧草和草种的

价格体系&市场管理的大环境亟待改善)盐池县的

草产品大部分都是供应给县内牧草加工企业和养殖

户)企业和合作社的数目还比较少!合理竞争的局

面还未形成)另外!羊肉市场的价格波动等产业链

的问题会对草产业形成传递效应)

表
%

!

盐池县草产业发展要素
!"#$

定性评价

$()*+%

!

,-+.(*/(012-23!"#$3(4025623

7

5(661-8/605

9

1-:(-4;1<2/-0

9

优势

1>?@A

B

>C

#

1

%

劣势

9@DEA@FF

#

9

%

机遇

:

GG

&?>HAI>

J

#

:

%

危机

-C?@D>

#

-

%

土地丰富&草原广袤

+IPC'DASDASQDF>

B

?DFF'DASF

气候干旱和水资源短缺

T?&H

B

C>DASUD>@?FC&?>D

B

@

市场前景好!效益愈加明显

V&&S KD?E@>

G

?&F

G

@P> DAS

W@A@XI>F D?@ W@P&KIA

B

@Q@?

K&?@&WQI&HF

产业要素不匹配

2ASHF>?ID'@'@K@A>FS&

A&>KD>PC

有丰富的牧草种质资源

*'@A>

J

&XX&?D

B

@

B

@?K

G

'DFK?@F&H?P@F

牧草育种&栽培&加工技术欠缺

0DPE&XX&?D

B

@W?@@SIA

B

!

PH'>I=

QD>I&A

!

G

?&P@FFIA

B

>@PCA&'&

BJ

草&畜产品将成为国家政策支

持的重点

V?DFFDAS'IQ@F>&PE

G

?&SHP>F

UI''W@>C@X&PHF&XAD>I&AD'

G

&'IP

J

FH

GG

&?>

气候变化消弱水资源

供给和草地生产力

9D>@??@F&H?P@FH

GG

'

J

DAS

B

?DFF'DAS

G

?&SHP=

>IQI>

J

D?@U@DE@AIA

B

W

J

P'IKD>@PCDA

B

@

有扬黄灌溉之利

O@A@XI>F&XY@''&U

+IQ@?I??I

B

D>IA

B

D?@D

种草的比较效益低

-C@ P&K

G

D?D>IQ@ W@A@XI> &X

B

?DFF

G

?&SHP>FIF'&U

草产业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

V?DFFIASHF>?

J

P&AX&?KF>&>C@

&?I@A>D>I&A&XS@Q@'&

G

K@A>

G

?I=

&?I>

J

Z&A@F

草产品市场不成熟

V?DFF

G

?&SHP> KD?E@>

IFA&>KD>H?@

发展优质草产业的自然

环境好

-C@AD>H?D'@AQI?&AK@A>

IF

B

&&S>&S@Q@'&

G

CI

B

C

[

HD'I>

JB

?DFFIASHF>?

J

栽培草地经营水平低!牧草加

工能力弱

*'DA>IA

B B

?DFF'DAS KDAD

B

@=

K@A>'@Q@'IF'&U

!

DASX&?D

B

@

B

?DFF

G

?&P@FFIA

B

PD

G

DWI'I>

J

IF

U@DE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土地流转

政策支持

+@>H?AIA

B

XD?K'DAS>&X&?@F>

DAS

B

?DZIA

B B

?DFF'DAS

!

'DAS

PI?PH'D>I&A

G

&'IP

J

FH

GG

&?>

关联产业的带动能力强

+@'D>@SIASHF>?I@F

0

F

'@DSIA

B

DWI'I>

J

IFCI

B

C

种草&管草&用草的经济社会机

制尚不健全

-C@@P&A&KIPDASF&PID'K@PC=

DAIFK &X

B

?DFF

G

'DA>IA

B

!

DAS

B

?DFF KDAD

B

@K@A>DAS

B

?DFF

HFIA

B

IFA&>F&HAS

&

!

盐池县草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选择

从以上的
19:-

分析可以看出!盐池县草产业

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危机都非常突出!甚至同

一要素有表现为优势的一面也有表现为劣势的一

面!如扬黄水与降水&天然牧草种质与现实的牧草育

种等!草产业的要素匹配性较差)因此!需要在以上

对优势&劣势&机遇和危机个别分析的基础上!将盐

池县草产业发展的
19:-

综合成分析矩阵#表
$

%)

根据
19:-

方法的原理!产业发展的目标主要是充

分利用内部优势和外部机遇!弱化和克服内部劣势&

消除外部危机#表
#

%)

从
N

种战略#表
$

%选择看!

1:

战略是发挥优

势&利用机遇的一种增长型战略!它要靠实力与机遇

的结合!盐池县发展草产业的现实实力还不够!需要

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输入!加快产业升级)

9:

战

略利用机遇&克服劣势!是一种扭转型战略!它需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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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采取进取态度!激发内力!与外部机遇结合!

突破一些现状的瓶颈问题!将草产业推进到一个新

的水平)

1-

战略利用优势&回避危机!它是一种防

御型战略!在草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为了循序渐进

稳妥推进草业健康发展!可以考虑)

9-

战略既要

减少劣势!也要回避危机!是一种抗争型的战略!对

于资源禀赋和经济能力不够优裕的盐池县而言!还

没有实力采取这种双向进攻型战略)

!!

将盐池县发展草产业的优势与劣势对比分析发

现!水分因素对草地生态和生产力的限制大于草地

面积对其的支持!牧草种质资源优势还需要育种技

术将其转化为种子优势!草产品加工存贮和增值对

表
&

!

盐池县草产业发展的
!"#$

综合分析矩阵

$()*+&

!

=25

>

;2*2

7

14(*?(051@23!"#$(-(*

9

61623

7

5(661-8/605

9

1-:(-4;1<2/-0

9

19:-

分析

19:-DAD'

J

FIF

优势

1>?@A

B

>C

#

1

%

劣势

9@DEA@FF

#

9

%

机遇

:

GG

&?>HAI>

J

#

:

%

增长型战略#

1:

%+

利用退耕&封育和种草补偿政策!充分发挥草

原广袤和植物资源优势!发展特色草产业$依托扬

黄灌区!实施农牧复合!为畜牧业提供比较稳定的

饲草料$利用可获得水资源发展高产稳产栽培草

地$依托相关产业带动!整合资源!构建草产业合力

推进机制)

1>?@A

B

>CDAS&

GG

&?>HAI>

J

UD

J

F

#

1:

%+

V?DFFIASHF>?

J

FC&H'SW@S@Q@'&

G

@SS@

G

@ASIA

B

&A@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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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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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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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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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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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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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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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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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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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X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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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DAUCI'@

!

CI

B

C

G

?&SHP>I&A

G

DF>H?@FC&H'SW@@A=

'D?

B

@S&ADQDI'DW'@UD>@??@F&H?P@(-C@P&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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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PCDAIFKUI''W@P&AF>?HP>@SW

J

'@S&X?@=

'D>@SIASHF>?I@FDAS?@F&H?P@FIA>@

B

?D>I&A(

扭转型战略#

9:

%+

利用退耕&封育和种草补偿政策!完善草产业

的补贴&优惠和减免等激励政策!提高草产业收

益!鼓励专业化生产$通过节水&集水&调水和开采

地下水!建设栽培草地!带动投入和经营$积极推

进草种繁育&草产品加工和龙头企业培育!发展草

产业)

9@DEA@FFDAS&

GG

&?>HAI>

J

UD

J

F

#

9:

%+

,''P&K

G

@AFD>I&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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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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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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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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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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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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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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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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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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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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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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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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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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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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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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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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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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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P>DAS@̂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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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ASUD>@?(V?DFFF@@S

W?@@SIA

B

!

X&?D

B

@

G

?&P@FFIA

B

DAS'@DSIA

B

@A>@?

G

?I=

F@FFC&H'SW@W?@@S@S>&S@Q@'&

GB

?DFFIASHF>?

J

(

危机

-C?@D>

#

-

%

防御型战略#

1-

%+

发挥资源和产业带动优势!用比较效益机制和

退耕&封育和种草补偿政策等稳定劳动力和资金!

保障产业发展$发展避灾弹性草产业!回避水资源

劣势$实施机械替代劳动力战略$以本县草产品需

求为主!发展小规模低风险草产业)

1>?@A

B

>CDAS>C?@D>UD

J

F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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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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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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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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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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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KD''FPD'@DAS'&U?IFE

B

?DFFIASHF>?

J

(

抗争型战略#

9-

%+

采取非常措施!努力突破水资源短缺&优质牧

草种子缺乏&种草效益不高&劳动力减少&市场风

险的制约!实施高投入&大工程&强政策支持下的

草
5

畜#药%

5

加
5

销完整的草产业体系!通过龙

头企业&关联产业带动草产业大发展)

9@DEA@FFDAS>C?@D>UD

J

F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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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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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

学 #第
!"

卷
#$

期%

牧草经营&高效利用和产业水平提升至为关键!因

此!劣势不容忽视$将机遇与危机对比可以看出!依

靠好的产业前景带动市场成熟是积极可行的!依靠

产业政策和草业技术平衡要素的匹配!解决危机也

是现实可行的途径)结合
N

种战略方案#表
$

%!确

定盐池县草产业发展应该采取扭转型战略#

9:

%)

'

!

盐池县草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尽管盐池县草产业发展需要走扭转型战略

#

9:

%!但增长型战略#

1:

%仍然是现实选择!是实现

扭转型战略的基础)首先是充分发挥天然草地和灌

木林的优势!结合国家退耕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和禁牧的时机!对柠条&甘草和苦豆子等种群进行复

壮&抚育和更新!发展草原采种业!通过采种收获牧

草)如果对
!"L

柠条林采种!按平均密度
4""

丛*

CK

5$

&每丛采集
"(#E

B

合格种子计!每年可采

N6;">

!收益
#(#7

亿元)仅对
!"L

的野生甘草保

护区&以不影响自我更新的
78E

B

*

CK

5$轮流采

种'

#6

(

!每年可采
N8"">

!收益
$(7"

亿元)据计算!

盐池县年产苦豆籽约
N""">

!宁夏紫荆花药业每年

收购
6"">

!其收购资金为
"("4

亿元)以上
!

项的

产值为
!(46

亿元!远超
$"#$

年盐池县农业总产值)

第二是利用盐池县种子成熟期气候干旱&光照强的

有利条件!结合扬黄灌溉区!发展牧草种子繁育产

业)盐池县扬黄灌区土地资源富裕!但单位面积的

配水量一直较低#

$"##

年为
NN8$K

!

*

CK

5$

%)采

用节水灌溉尤其是滴灌繁育牧草种!灌溉效益比目

前种植玉米#

@(")"

2

.

%更高)第三是调整灌区作物

结构)发展粮饲兼用玉米!提高玉米籽粒和秸秆的总

体营养)盐池县曾开展过粮饲兼用玉米试验!籽粒产

量达到
4";7E

B

*

CK

5$

!秸秆干质量达
#67;;

E

B

*

CK

5$

!且粗蛋白比常规玉米'

#7

(提高
N

#

8

个百分

点'

#;

(

)在夏粮收获之后复种燕麦#

9?(%"."'&?"

%等饲

草作物!充分利用秋季土壤余墒和热量)

在夯实增长型战略#

1:

%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扭

转型战略#

9:

%的实施!将盐池县建成牧草产业区)

#

%通过节水灌溉&集水&引水!发展高产优质栽培草

地!建立一定数量适度规模的牧草生产基地!保障草

产品的稳定供给和畜牧业平稳发展)在水资源条件

较好的南北分水岭以东的花马池&青山和红井子等

地!尤其是东部诸条沟谷!发展沟坝引水和节水灌溉

栽培草地)在麻黄山地区通过谷坊&拦洪坝集水&截

潜流和洪漫地等多种途径发展灌溉栽培草地)

$

%建

立优质牧草种子繁育体系)按照牧草的种子繁育能

力和前景!通过补偿在全县划定和建立柠条&甘草&

苦豆子&草木犀状黄芪&冰草&针茅&胡枝子&紫花苜

蓿和沙米#

9

$

#&-

1

/

2

336).

A

6"##-.6)

%等灌草保种&

采种区)同时建立牧草种质资源保护区!对一些有

潜在价值的牧草或植物根据生境性质进行就地或迁

地保护)建立牧草种子驯化&引种的区域化试验基

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牧草育种扩繁基地)

!

%开发和

推广牧草加工技术!培育龙头企业!通过加工提高和

扩大草产品品质&效能&利用率&市场辐射面)加强

适应区域特征的收割&打贮&加工&储藏&运输机械和

设施的改进和制造!提高草产品的机械化&规范化水

平)

N

%加快实施品牌&关联产业&效益与政策驱动战

略)草畜业发展依靠效益与政策双驱动!要采用经

济和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高层次

发展)草的品牌还处于隐形状态!显性优势发挥不

够)应该在满足大众需求与高端需求之间逐步的调

整结构!靠品质&品牌提升价值!以质量取胜!逐步走

出资源消耗型窠臼)与草关联最为紧密的羊&药业

效益突出!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它们对草产

业的带动能力)

吸收优势危机#

1-

%和劣势危机#

9-

%战略可实

施的优长!重视其中的问题)如发展机械替代劳动

力!从人工牧草收获&青贮加工等开始!进一步发展

野生牧草刈割&采种机械!减少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用

工量和成本$建立应对市场风险的合作社&协会&统

一供给等系统!发展订单生产&加工!提高产品的规

范化和规模化生产能力&对市场的预见能力!逐步形

成成熟的定价机制!形成比较统一的&稳定的产品加

工&供给机制)

制定盐池县草产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理清草

产业发展的要素情况&问题&思路&目标&路径和市场

等)规划要吸收专家&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家&专业

户&普通农户&草产品经纪人&养殖大户等不同方面

的代表!共同参与!提出意见和自己发展的规划!需

要解决的问题!对产业环境的期望等)力求规划在

科学性&操作性&现实性&前瞻性等多方面经得起考

验!能够指导草产业发展)一旦规划通过!政府要确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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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权威性!并分步实施)

总之!盐池县草产业应该摒弃资源消耗型的路

线!抓住生态文明建设和主体功能区划分等机遇!斟

酌追求草地生物量&养殖量等数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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