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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是河南主要经济作物 ,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
业 ,也是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门路。而近年来 , 棉花
面积 、产量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 植棉效益差 ,造成群众不愿
种棉 ,产生恐棉 、厌棉心理。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 , 滑坡
局面仍难以遏制。基于此 ,笔者对当前影响和制约棉花生
产稳步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建议。
1　制约棉花生产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来 ,棉花生产严重滑坡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是多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是效益和科技是两个重要的
限制因子。
1.1　效益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效益是决定农民生产的唯一标
准 ,是影响棉农积极性的根本原因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农民种田趋向多元化 ,什么效益高种什么。棉花生产周期
长 ,种棉用工多 ,施肥 、喷药 、整枝次数多 ,同时农药 、肥料
价格逐年增高 ,植棉效益下降 ,农民种田倾向于瓜 、果 、菜
等效益较高的作物。
1.2　科技因素

1.2.1　棉花品种多 、乱 、杂 , 缺乏有突破性的主栽品种　
目前 ,生产上用的棉花品种达 10 多个 , 但都不十分突出。
特别是缺乏抗棉铃虫 、抗黄萎病等抗病虫品种 。近几年棉
铃虫及棉花枯 、黄萎病大发生 , 给棉花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
棉农“恐虫 、恐病”心理非常严重。另一方面 ,棉花良种繁
育工作跟不上 ,品种混杂退化 , 种子质量差 ,品种本身潜力
不能很好发挥。
1.2.2　投入不合理 , 养分不平衡　棉花是一种费工 、费
时 、生产投入大 、风险因素多 、商品率较高的作物。只有合
理的高投入 ,才有最大的高产出 ,而在植棉积极性不高的
今天 ,棉田高投入决非易事 , 由此引发棉花生产条件脆弱 、
抗灾能力低下 、棉田素质下降 、单产低 、效益低。
1.2.3　棉农素质差 , 新技术难以到位　由于缺乏系统的
棉花生产技术培训 ,棉农素质较差 , 致使有些技术措施难
以到位 ,种植结构不合理 , 病虫害加重 , 导致棉花产量低 、
效益差。
1.2.4　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 ,新技术推广应用慢　目前农
技推广机构不健全 , 科技推广渠道严重不畅 , 县、乡 、村尚未
形成上下贯通的技术服务网络 , 一些地方出现线断 、网破 、
人散的状况 ,致使不少成功的技术不能及时传递给棉农。
2　科技兴棉的基本思路
2.1　提高植棉科技含量 , 普及科技成果

2.1.1　教学 、科研 、推广部门加强技术协作和技术攻关　
采取校企(院 、所 、场)合作 、校地(县 、乡 、村)联姻方式 , 如

利用中棉所 、河南省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与豫棉棉业公司
联合 , 搞好良种繁育基地 ,加快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减少
或杜绝品种多 、乱 、杂现象。及时解决棉花生产中存在的
技术难点 , 全面提高全省棉花生产的科技含量。
2.1.2　实施种子工程　加大投入搞好棉花育种和繁育良
种 , 重点推广抗病虫的杂交种 , 是实施棉花高产高效的关
键技术。充分发挥优质棉基地县良种繁育和加工的产业
化优势 , 大力推广脱绒包衣种 , 确保品种的优良种性和种
子质量 , 实现以县为主的统一供种。
2.1.3　推广高产简化的轻型栽培技术　棉花生产用工
多 ,技术要求高 ,这是制药棉花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

此 , 推广系统化控技术和配方施肥技术 、不整或少整枝等
简化的轻型栽培技术对实现植棉高产高效显得十分迫切。
2.2　加强科技培训 ,完善科技服务体系

2.2.1　切实搞好培训 , 提高棉农素质　针对当前棉农文
化层次低 , 劳力外流的实际问题 , 必须在技术宣传和技术
服务手段上进行改革 , 要改过去的系统培训为应用技术培
训 , 改长训班为短训会 ,改集中培训为分散培训 ,培养造就
一批新型农民。并利用广播 、电视 、集会 、田间咨询 、印发
技术资料等形式 , 根据农时 、季节把关键的单项技术及时
宣传到千家万户。力争做到农民想的就是我们讲的 ,农民
盼的就是我们干的。
2.2.2　积极为棉农抗好科技服务 ,使棉农愿种 、会种棉花
　棉花生产周期长 , 技术性强 ,劳动强度大 ,棉农需要在产
前 、产中 、产后多为他们提供服务。一是为棉农落实好各
项惠棉政策 , 使棉农愿种。 二是逐步推广机耕队 、机防队
和各类专业技术服务组织 , 帮助群众做一些自己做不了 、
做不好或不愿做的事情 , 降低成本 ,减少劳动强度 ,使棉农
能种。 三是通过承包搞培训 、树样板 、搞示范 , 使农民会
种。同时组建技术服务实体直接参与棉花生产 ,以推动我
省棉花专业化 、产业化生产的发展。
2.2.3　完善科技服务推广体系 , 加速技术普及　健立健
全棉花生产植保服务体系 、物资保障供应体系 , 加强县 、
乡 、村三级科技服务网络建设 ,重点抓好乡 、村两级。村级
要达到 1 ～ 3 名技术人员 ,建立农技服务组 , 做到村有科技
副村长 , 组有农民技术员和科技示范户 , 使先进的植棉技
术真正落实到千家万户 、田间地头。

同时协助省棉办组建棉花科技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 ,
健全棉花生产指挥协调体系。面向全省按不同类型基地
分别建设市 、县级科技中心和乡村推广站 , 抗好棉花生产 、
加工 、供销方面的信息采集 、加工与发布 , 做到网络畅通 、
信息真实 、传递快 ,实现棉花科技“三下乡”和天天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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