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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石漠化得到初步遏制的同时,发生在耕地上的石漠化面积却在增加。石漠化区的云南省和贵州

省是我国休耕制度试点区域之一,但传统的石漠化治理缺乏休耕环节,耕地利用方式未能实现根本转型。基

于休耕试点区域的实地调研,总结概括了云南省休耕试点工作的主要特点:(1)因地制宜整片推进;(2)签订休

耕协议强化约束;(3)政府与农户联动落实休耕区域和面积;(4)休耕培肥方式元化化;(5)与农业结构调整对

接;(6)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统筹。但云南休耕试点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休耕区域的选择存在主观性;

(2)配套资金缺口大;(3)休耕补助大幅减少造成群众心理落差;(4)休耕工作队伍建设薄弱。基于以上问题,

建议:(1)建立休耕地诊断识别技术体系,明确休耕的规模和时序安排;(2)加强涉农项目和资金整合,增加配

套资金投入,缓解基层财政压力;(3)建立动态的、反映土地市场价格的休耕补助机制,优化补助方式;(4)充实

完善基层休耕组织机构,加强基层休耕工作队伍建设;(5)加快休耕监测体系建设,适时开展休耕制度运行绩

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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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西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岩溶

石漠化集中分布的区域。长期以来,西南石漠化地区

耕地过度开发利用,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土层变

薄等问题。国家林业局 20 1 2 年 6 月公布的《中国石

漠化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 1
200.2×104 hm2,其中,云南省石漠化面积达 284.0×
104 hm2,占全国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23.7%,仅次于

贵州的 302.4×10 4 hm 2,是我国石漠化面积第二大的

省份;潜在石漠化面积 1 7 7.1×10 4 hm 2,占全国潜在

石漠化土地面积的 1 3.3%;从总体上看,与 2005 年

相比,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了 9 6.0×10 4 hm 2,但
是发生在耕地上的石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 4.34×
10 4 hm 2,其中失去耕种条件的面积为 2.86 × 10 4

hm 2,部分坡耕地质量进一步下降。同时,云南省石

漠化面积减少了 6.2×10 4 hm 2,但发生在耕地上的石

漠化土地面积却增加了 7.4×10 4 hm 2 ①。因此,从整

体上看,我国岩溶地区植被状况在好转,生态状况呈

良性发展态势,土地石漠化由过去持续扩展转变为净

减少,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与此同时,局
部地区仍在恶化,耕地石漠化趋于严重,云南的石漠

化治理任重道远[1]。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下,

201 6 年 6 月农业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探索实行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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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西

南石漠化区的云南省和贵州省纳入我国实行耕地轮

作休耕制度试点的重点区域。
当前,关于石漠化治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有

学者重点研究了生态经济治理模式[2-3],有学者按照

地貌—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划分了八种模式[4],还有基

于地方实践形成的“顶坛模式”[5]、“马山模式”[6]、“晴
隆模式”[7]等。总的来看,石漠化治理模式类型包括

林草植被恢复模式、综合治理模式、生态农业模式、水
土保持模式、草食畜牧业发展模式、生态移民模式、建
立生态保护区开发旅游模式等[8]。而石漠化治理中

对耕地利用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将部分坡耕

地退出耕作,主要是将 2 5°以上的耕地退耕还林,是
人类主动退出边际土地,恢复生态的重要方式,将其

命名为“退耕模式”;二是使用各种方法对继续耕作的

耕地进行进一步的精耕细作,尽量维持耕地地力并延

长耕地使用寿命,将其命名为“精耕模式”。但这两种

方式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按照国家 2 5°以上

耕地都进行退耕还林的要求,由于 2 5°以上的耕地占

当地耕地面积的比重较高,如云南省达到 1 4.54%,
贵州省达到 1 7.90%,远远高于全国 4.10%的平均水

平,而两省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偏低,云南省约为

80%[9],贵州省约 70%②,如果单纯从生态角度出发,
全部退耕必然加剧原本就紧张的粮食供需关系,可能

产生粮食危机;“精耕模式”下继续沿袭传统的高投入

高产出和精耕细作的土地利用模式,持续高强度的开

发利用可能会导致生态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因此,传
统的石漠化治理模式没有考虑休耕这一降低耕地利

用强度的重要措施,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土地利用方式

的转型。
休耕是耕地暂时退出粮食生产领域,进行积极的

休养生息,实现藏粮于地的战略,是粮食安全和生态

安全的平衡点。石漠化地区的休耕在近两年引起了

部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以贵州毕节下小寨小流域

为研究单元,发现减少人为干扰,采取休耕措施可以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10];有学者认为在石漠化治理过

程中,如果仅从恢复生态角度出发,应适时休耕撂荒,
建立休耕撂荒机制,限制传统农耕的发展[1 1];有学者

对云南省耕地环境形势和耕地质量状况进行了系统

分析,提出了在重金属污染区、城郊蔬菜和花卉种植

区、大棚设施区和长期覆盖地膜区 4 种类型区进行轮

作休耕的设想[12],云南某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对

自然生态保护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采取轮耕和种

水冬瓜树以恢复耕地地力和生态[1 3]。但休耕在治理

石漠化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鲜有学者对石漠化地

区休耕制度建议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对国家休耕

制度试点区域———云南省石林县和砚山县进行农户

调查,总结概括了石漠化地区休耕试点工作进展及其

特点,分析了休耕制度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

善休耕制度的对策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1.1 研究区区位及社会经济概况

石林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部,103°10′~103°
41′E、24°30′~25°3′N之间,地处滇东高原腹地,距昆明

78 km,辖 1 街道 3 镇 1 乡,人口 25.10 万人,居住着

汉、彝、白、壮等 26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达 33.56%,人均耕地面积 0.23 hm2。砚山县地处

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部,103°35′~
104°45′E、23°19′~23°59′N 之间,辖 1 1 个乡镇,人口

48.23 万人,人均耕地面积0.28 hm2。第一产业在两

个县的经济结构中占重要地位,2016 年三次产业结构

分别为 24.9∶27.0∶48.1 和 22.1∶31.9∶46.0,第一

产业占比均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研究区区位和社会

经济发展概况见图 1 和表 1。

1.2 自然和石漠化概况

石林县国土总面积 1 682.16 km2,其中耕地面积

581.28 km2,县内高原起伏和缓,海拔多在 1 700~1 950
m,主要地貌类型为山地,占比达 6 9%,平坝面积不足

1 5%。砚山县海拔 1 080~2 26 3 m,国土总面积为 3
82 6.57 km 2,其中山地面积占 5 6%,丘 陵 面 积 占

2 9%,盆地面积占 1 5%,耕地面积 1 3 7 1.47 km 2。石

林县和砚山县同属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日照充足,降雨充沛,也是典型的石漠化地区,云
南省石漠化最严重的县之一(表 2)。

954 第 3 8 卷 第 3 期             陈展图等:云南省石漠化区耕地休耕对策研究          

②贵州省粮食局:《贵州省 2000—20 1 3 年粮食产需情况》,http://www.gzgrain.gov.cn/xxgk/xxgkml/tj sj/20 1 60 9/t20 1 60 90 5 _946422.html,20 1 5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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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map showing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表 1 试点县 2016 年社会经济概况

Table 1 Outlin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of pilot counties in 20 1 6

试点县 人口/万人
地区生产

总值/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万元
人均耕地面积/hm 2

石林 2 5.10 7 7.41 3.47 1.24 0.23

砚山 48.23 1 1 0.85 2.74 0.89 0.28

  注:砚山县人口数为 20 1 5 年人口数。

表 2 云南省石林县和砚山县石漠化程度[14-15]

Table 2 Rocky desertification degrees in Shilin county
and Yanshan county,Yunnan Province[1 4-1 5]

石漠化

程度

石林县 砚山县

面积/km 2 比重/% 面积/km 2 比重/%

轻度 1 9 6.58 40.65 7 3.32 8.50

中度 203.63 42.1 1 6 2 5.76 72.5 6

重度 5 3.78 1 1.1 2 1 5 9.37 1 8.48

极重度 2 9.58 6.12 3.92 0.45

合计 483.5 7 1 00.00 86 2.37 1 00.00

1.3 休耕概况

云南省 20 1 6 年 6 月被列为首批国家休耕制度试

点区域,当年全省休耕试点面积为 1 3 3 3.33 hm 2,其

中石林 县 和 砚 山 县 各 6 6 6.67 hm 2,休 耕 补 助 为

1 5 000 元·hm-2·a-1。石林县休耕涉及 4 个乡镇,11
个村委会,1 644 户农户,3 783 块耕地;砚山县休耕涉

及 5 个乡镇,6 个片区,1 944 户农户,7 613 块耕地。

2017 年云南省休耕试点面积增至 1.33×104 hm2,扩

展到 20 个县,但休耕补助降为 7 500 元·hm-2·a-1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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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 年云南省休耕分布

Table 3 Fallow distribution in Yunnan Province in 20 1 6

县名 乡镇街道 户数/户 地块数/块 村 面积/hm 2

石林

鹿阜街道办 94 1 2 2 3 6

西街口镇 2 1 4 422

长湖镇 3 3 7 9 1 7

圭山镇 1 5 2 208

小密枝 7 6.81

松子园 72.10

螺蛳塘 6 6.93

林口铺 1 40.01

老挖 4 1.84

雨布宜 3 3.41

威黑 3 3.9 9

雨胜 9 1.1 5

蓑衣山 34.81

海宜 34.06

蝴蝶村 4 1.5 5

砚山

平远镇

维摩乡

盘龙乡

者腊乡

蚌峨乡

3 1 1 8 1 2 大清塘片区(木瓜铺) 133.33

28 9 2 3 7 6 斗果片区(斗果) 178.87

285 6 2 5 岔路口片区(倮可腻) 12 1.1 3

30 9 1 2 70 翁达片区(翁达) 66.67

49 3 1 47 9 老龙片区(老龙) 133.33

2 5 7 1 0 5 1 六掌片区(六掌) 33.33

2 云南省休耕试点的主要做法和特点

2.1 因地制宜整片推进

云南省的休耕采取整片推进的模式③。由于云

南省地形崎岖,耕地坡度大,地块面积小,因而云南省

在选择休耕区域的时候要求选择地块连片面积在

3 3.33 hm 2以上,导致休耕区域与村行政区域不完全

重合,也就是说,休耕片区有可能涉及到多个行政村。
在 1 个行政村内,有的村民小组休耕,有的不休耕;即
使在 1 个村民小组内,也有休耕户和非休耕户。如砚

山县维摩乡斗果村共有农户 5 9 9 户,201 6 年休耕面

积 1 78.84 hm 2,涉及 1 1 个村民小组共 289 户,不到

全村农户数的一半;在休耕的村民小组中,最多的

6 6 户 82 9块 7 7.1 3 hm 2 耕地,最少的仅有 2 户 4 块

0.1 1 hm 2耕地。在推进过程中,农业、国土、林业部

门密切配合,确保休耕地按要求落实到土地利用现状

图上,避免与退耕还林还草地块重合。

2.2 签订协议强化约束

在技术路径上,不管是 20 1 6 年还是 20 1 7 年的休

耕,云南省均明确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休耕 3 年,在

休耕期间,农户主要种植绿肥、牧草和豆科植物培肥

地力。由于云南省休耕时间固定,县→乡→村→组→
农户逐级签订责任书,有较强的约束性。村委会、村

民小组与农户签订休耕协议,明确相关权利、责任和

义务,明确实施休耕的农户在休耕期间内遵守有关休

耕的管理规定,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户享有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益,保障试点工作依法依规、规范有序开展。

2.3 上下联动核准面积

在宏观控制层面,201 6 年云南省休耕面积指标

由国家下达,为 1 3 3 3.33 hm 2,然后省→市,再下达

到各县。县级政府并不指定哪些乡镇休耕,而是通过

动员,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由村委摸清群众意愿,

上报到乡镇,再逐级汇集到县,这是一个上下联动、相

互协调的过程。由于群众休耕积极性高,上报的面积

往往 突 破 下 达 的 指 标,如 砚 山 县 各 乡 镇 上 报 约

9 3 3.33 hm 2,而指标只有 6 6 6.67 hm 2,因此要进行筛

选。在微观机制方面,云南省组织科技人员实地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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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由于与地下水漏斗区的河北省在耕地地形、耕地分布、耕作半径、人均耕地面积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而,石漠化区云南省采取的是“整片推

进”的休耕模式,而不是河北省的“整村推进”休耕模式(即,整个行政村全部耕地均进行休耕),这两种模式的差异作者将另文详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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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休耕面积,制作休耕地块到户图斑,每个村不低

于 3 次的县级统一组织核对,做到丈量面积与影像图

计算面积一一对应,并张榜公示。同时,建立休耕面

积数据库,休耕耕地可通过数据库做到精确定位。

2.4 休耕培肥方式多元

针对当地耕地资源本底条件、劳动力状况、农业

经济结构、人粮矛盾、石漠化程度等差异,云南省初步

形成了净种绿肥、豆肥轮作、肥草轮作等多种休耕技

术模式,如砚山县设计了四种耕地休耕培肥方式(表

4):一是在地力瘠薄、生态恶化、产量低下的区域免耕

净种绿肥;二是少耕肥豆轮作,绿肥和豆类均能肥地,
豆类还可收获果实增加收入;三是在土地面积宽阔、
有畜牧业基础的区域推行免耕肥草间套种,实现培肥

和养畜双赢;四是免耕牧草过腹还田,种植牧草,以草

养畜、以畜养地。当然,也有将四种措施综合运用的,
如砚山县维摩乡斗果村休耕片区,通过分段设计不同

方式,同时配套高标准农田建设,拟通过 3 年培肥和

建设,建成高标准农田(表 4)。石林县还投入腐熟剂

促进土壤有机质和氮磷钾分解,抑制病菌生长,针对

土壤监测情况补充中微量元素。

表 4 砚山县休耕培肥方式(20 1 6 年)

Table 4 Manners of fallow and fertilizer production in Yanshan county in 20 1 6

方式(面积/hm 2) 主要实施地点、技术路径及实施效果

免耕净种绿肥

(432)

实施地点:维摩乡岔路口村、者腊乡老龙村,面积约 2 5 3.33 hm 2,属于瘠薄耕地类型,生态恶化,农作物产量低。其

中维摩乡岔路口村地处石灰岩山区缓坡地块,半裸和潜在石旮旯地,耕层薄肥力低;者腊乡老龙村属于容易受侵蚀

的瘠薄坡耕地,耕层生土和熟土混乱,地力回升较难。

技术路径:休耕地仅种植绿肥作物肥地,实施“休耕+培肥”,加速耕层熟化和培肥,通过 3 年休耕培肥,实现低产田

变中产田。

实施效果:免耕净种绿肥有利于劳动力流转,增加打工经济收入。

少耕肥豆轮作

(36.67)

技术路径:休耕地轮流种植绿肥和豆科植物(黄豆、绿豆等)以增加肥力,通过休耕培肥固氮,实现培肥地力与养畜

经济、农民增收相结合。

实施效果:引进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发展订单农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种植大豆每 hm 2可增收

近 2 万元,经济效益明显。既能养地培肥,又能增加农户收入,深受休耕农户的欢迎,带动非休耕区农户种植

5 3 3.33 hm 2。

免耕肥草间套种

(160.67)

实施地点:平远镇大清塘村,约 1 3 3.33 hm 2,丘陵瘦红土区,土壤肥力瘦薄,地形平缓,当地有畜牧经济基础,实行

肥草间套种,可以达到拓宽劳动力就地就业,耕地培肥与养畜双赢效果。

技术路径:休耕地绿肥和牧草混套种,肥草结合,肥饲兼用,通过休耕培肥,培肥地力和养畜经济相结合,3 年实现

地力上升一级,提高家庭经济收入。

实施效果:有利于发展畜牧业,为种养产业结合打基础。

免耕牧草过腹还田

(37.33)

实施地点:蚌峨乡六掌村,面积约 3 3.33 hm 2,属于河谷区产稻田,田间排灌不配套,产量低,人多地少,有外出务工

和家庭养畜传统,种草养畜增加农家肥源,实现就业、增收、肥田多目标。

技术路径:种植牧草,以草养畜,增加农家肥源,用农家肥养地,通过连续休耕种草养畜,过腹还田,促进畜牧业发

展,肥畜双收。

以上四种模式兼有
维摩乡倮可腻村岔路口片区约 1 20 hm 2,其中,免耕净种绿肥 1 0 7.33 hm 2;净种牧草 3.33 hm 2;少耕肥豆(大豆)种

植 4 hm 2;肥草间套种 5.33 hm 2。

注:以上绿肥和牧草品种,大面积以光叶紫花苕绿肥、一年生黑麦草或桂牧一号为主,小面积尝试紫花苜蓿、小冠花、白三叶等品种。

2.5 农业结构调整转型

云南省的休耕注重与当地农业结构调整进行对

接,由休耕前单一的种植业向休耕后种养结合逐渐转

型。休耕地上种植的光叶紫花苕、苜蓿、牧草等,发达

的根系可以改良土壤,地上部分的茎叶果实等可以作

为青贮饲料,销售给当地的奶牛场、畜牧场,也可以作

为绿肥还田,既培肥了地力又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如砚山县大清塘村、翁达村有养畜经济基础,推广种

植绿肥、牧草,实现培肥与养畜双赢。休耕产业链的

形成使得休耕具有内在发展动力,提高了农户休耕的

积极性,缓解了 20 1 7 年休耕补助减少带来的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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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统筹

一是与扶贫攻坚目标相结合。休耕项目优先落

实省级扶贫重点村,如石林县的林口铺村和砚山县的

斗果村,休耕面积分别达到 1 40 hm 2 和 1 6 6.67 hm 2,
分别占当地当年休耕面积比重的 2 1%和 2 5%。休耕

项目落实到贫困村后,贫困村将休耕作为扶贫的重点

工作来抓,还鼓励休耕农户外出务工实现增收。二是

与劳动力转移、产业发展相结合。石林县在农业园区

周边的村委会落实休耕面积 43 1.10 hm 2,占当年休

耕面积的 64.67%,便于休耕后农民就近务工,有效

地解决了农户休耕后的就业问题,同时缓解了园区企

业务工人员的不足。

3 云南省休耕试点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云南省的休耕使得休耕耕地化肥农药实现了零

增长,不仅减少了农业污染,还减少了水土流失,改善

了农业生态环境,降低了耕地利用强度,缓解了人地

压力。休耕改种绿肥、豆类、牧草等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一方面减轻了籽粒玉米的库存压力,调整优化了

种植业结构,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绿肥又

可肥地,提升地力。农户参与休耕可以获得补助,释
放的劳动力还可以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据统计,
种植绿肥光叶紫花苕与传统种植玉米相比,休耕地块

亩均减少化肥、农药、农膜等投入品 5 8 kg,亩均减少

成本投入 1 60 元④,休耕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正

在不断显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

方面:

3.1 休耕区域的选择存在主观性

首先,国家选择石漠化地区进行休耕的目的是恢

复耕地生态,地方则优先考虑耕地休耕后产能提升的

空间,国家生态优先的愿景与地方产能优先的实际脱

钩。其次,地方选择地形条件较好、耕地集中连片的

区域进行休耕以便于后期管理。再次,地方选择休耕

区域与群众积极性和村委班子组织领导能力密切相

关,休耕区域通常选择群众基础好、村委班子组织能

力强的区域,耕地本底条件往往变得次要。休耕区域

选择的主观性可能导致最需要进行休耕的土地没有

得到休耕,不太需要进行休耕的土地却进行休耕,导

致休耕区域错配,休耕综合效益受损。

3.2 县级休耕配套资金缺口大

休耕补助直接发放给农户,但休耕没有配套经

费。如云南省石林县 20 1 6 年休耕 6 6 6.67 hm 2,县级

政府需另外协调 1 6 8.3 万元用于工作经费和培肥费

用,其中技术培训费 1 5 万元,信息数据服务费 4.8 万

元,绿肥种子补助费 22.5 万元,绿肥机械粉碎与还田

90 万元,微生物应用 3 6 万元。也就是说,石林县每

休耕 1 hm 2,县级政府就要增加 2 5 24.5 元的休耕配

套资金。砚山县 20 1 6 年休耕 6 6 6.67 hm 2 也增加了

50 万元的相关经费。201 7 年石漠化地区休耕试点面

积增至 2.67×10 4 hm 2(云南省和贵州省各 1.33×
10 4 hm 2),而休耕试点县一般为农业县,休耕增加了

试点县的财政压力。

3.3 休耕补助大幅减少造成群众心理落差

西南石漠化地区 201 6 年休耕补助是 1 5 000 元·

hm-2·a-1,2017 年新增休耕面积补助为 7 500 元·

hm-2·a-1,减少了一半,群众心理落差大。首先,

201 6 年的休耕补助对农民的吸引力很大,农户认为

这是一种福利,休耕热情高涨,相邻的非试点村和试

点村、非休耕户和休耕户对比,没有得到福利的惠普,
产生失落感。其次,在 20 1 6 年休耕补助的影响下,群
众对休耕补助形成了期望值,201 7 年的休耕补助的

减半,容易使群众产生误解,不利于工作开展。再次,
休耕协议一签 3 年,补助固定不变,而生产资料、土地

租金等都在上涨,休耕补助并未体现这一变化。

3.4 休耕工作队伍建设薄弱

休耕需要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石漠化地区耕

地情况比平原复杂,休耕工作量更大,休耕工作队伍

薄弱的问题更加突出。首先,石漠化地区土地确权登

记发证工作滞后,如云南省 20 1 6 年试点区域尚未完

成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仅丈量核实休耕面积就耗费大

量人力,工作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工作人员数量保持不

变,基层农业部门和休耕试点乡、村、社干部工作负担

更重。其次,部分休耕工作人员关于休耕的知识储备

量不足,业务水平有待提升。再次,休耕后期监管、取
样 监 测、土 壤 深 松 等 工 作 都 需 要 专 业 的 技 术

人员,基层难以再抽调人力,导致休耕工作推进缺乏

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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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进石漠化区休耕的对策建议

4.1 建立休耕地诊断识别技术体系,明确休耕的规

模和时序安排

休耕地或休耕区域诊断识别技术体系是确定休

耕的合理规模、休耕先后次序安排以及休耕周期的基

础工作,也是关键性的问题。应针对不同土地利用问

题类型和农业综合区划,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

术,建立包括耕地立地条件、人地压力、利用强度、污
染程度、生产能力、土地生态状况等指标的休耕地诊

断与识别体系,建立综合评价模型,求取休耕迫切性

综合分值,划分不同迫切等级的休耕,从而明确休耕

规模和时序安排,避免休耕区域选择的主观性。集成

石漠化地区耕地休耕及复耕后种地与养地相结合、与
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生产技术模式,形成石漠化地区耕

地休耕与后续质量保护技术方案。

4.2 加强涉农项目和资金整合,增加配套资金投入,
缓解基层财政压力

休耕试点县一般都是农业大县,以农业经济为

主,县级财政十分有限,在休耕制度顶层设计中应考

虑到基层政府的现实财政状况,配套相应的工作经

费。要建立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财政配套的央地结

合休耕补贴制度,形成中央与地方休耕财政合理分担

机制。休耕项目和资金应加强与农业、国土、水利、扶
贫等部门项目和资金的整合力度,与土地综合整治、
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壤培肥、精准扶贫

等结合起来,统筹管理,协同推进。

4.3 建立动态的、反映土地市场价格的休耕补助机

制,优化补助方式

20 1 7、201 8 年新增休耕试点的补助较 20 1 6 年减

少一半,已对农民心理产生不良影响。连续 3 年 7
500 元·hm-2的补助未能反映土地的区位差异和物

价上涨的因素。可参照土地流转价格的一般做法,休
耕补助在 20 1 7 年 7 500 元·hm-2 的基础上进行递

增(如每年递增 1 0%~20%),以稳定农户预期。在

补助方式上,增加休耕的非现金补助,如技术补助和

物质补助。技术补助可以是对休耕农户进行农业培

训、务工培训等;物质补助可以是给休耕户发放牧草、
绿肥种子,允许其将部分收割出售等,通过各种非现

金补助缩小与 20 1 6 年现金补助的差距[1 6]。

4.4 充实完善基层休耕组织机构,加强基层休耕工

作队伍建设

休耕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长期化需要组织保

障和人才保障。休耕试点省、市、县均成立了相应的

休耕试点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需要将其固定化。村级

组织机构较为薄弱,可考虑设立休耕委员会,成员包

括所有参加休耕的农户,通过休耕委员会将休耕户组

织起来,统一管理休耕耕地。加快专业化的休耕支农

队伍建设,将休耕的部分工作,如土地深松、采样测

试、田间管理等,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逐步

转向市场化运作。休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
要农业、土壤、环保、遥感等技术支持,农业部门要组

建技术队伍,加强技术支撑。

4.5 加快休耕监测体系建设,适时开展休耕制度运

行绩效评估

休耕只是暂时不种植粮食作物,但休耕期间必须

对耕地进行管理和保护,防止废耕、防止向“森林转

型”[1 7]。休耕一旦变成撂荒、闲置,土壤地力的下降

就可能超过正常的作物种植,而且会增加重新利用的

难度,有违休耕的初衷。应探索休耕耕地集中管理、
统筹利用的新途径、新方法。在已有的休耕耕地质量

监测指标基础上,石漠化地区应增加水土流失、休耕

地生物量等生态环境指标的监测。要逐步完善国家、
省、市、县四级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建立土壤环境数据

库,实现对土壤环境信息化、动态化管理⑤。要加强

对农户休耕行为的监测,防止休耕地非农化,防止休

耕户开发利用新的边际土地。同时,还要加强对休耕

地区人口流动、人地压力的监测,建立与休耕地区粮

食安全相挂钩的应激性复耕机制。以休耕片区为基

本评价单元,在一个休耕周期结束后开展休耕制度绩

效综合评估。

致 谢:感谢云南省农业厅、石林县农科局、砚山县农

科局及相关单位在调研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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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llow strategies in rocky desertifieation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CHEN Zhantu 1,2,3,YANG Qingyuan1,3
(1.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 1 5,China;

2.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 1 004,China;

3.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Karst Environment,Chongqing 4007 1 5,China)

Abstract In spite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rocky desertification has been preliminarily controlled,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with rocky desertification is increasing.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 are the important areas
of pilot experiments on the fallow system in China,but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
trol lack the step of fallow,thus the land use of these regions remain unchanged.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
gations to the pilot areas,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llow pattern in Yunnan Province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presented as follows.In a region not less than 33.33 hm 2,sign fallow agreements with farm-
ers.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confirm the fallow region and area together.It is connected with adj ust-
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consistent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oals.Meanwhile,

the study found some problems in Yunnan’s fallow including subj ective regional selection,shortage of sup-
porting funds in county governments,massive reduction in subsidies results in a public psychological gap,

and weak construction of work forces.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it is suggested that,to establish a tech-
nical system for the diagno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fallow land,to clarify the scale and timing of fallow;ease
the financial pressure in county governments by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j ects and
funds,to increase the input of supporting funds;to establish dynamic subsidy mechanism which reflects the
land market price,to optimize the mode of subsidization;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ork teams;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llow monitoring system and timely to carry out the per-
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fallow system.
Key words land administration,fallow model,rock desertification region,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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