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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庐江县罗埠乡长期以来一直

是以种植双季水稻为主的农业大乡，传

统的农业种植结构严重制约全乡社会经

济发展。1998年县政府将罗埠乡列入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后，该乡加大农业结

构调整力度，利用城郊优势发展蔬菜生

产。自 1998 年起建造温室进行反季节

蔬菜生产，经过小规模试种，在摸索出

一整套生产和管理经验后，逐步扩大种

植规模，将发展蔬菜生产作为农业结构

调整牵动点和突破口。几年来，在资金

筹集、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引进和服务

及产业化管理等方面做了很多艰苦工

作，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强扭的瓜不甜——以 行 政命令

建设蔬菜示 范基地的得失

1998 年夏，罗埠乡动员金碾、迎

松两村沿合铜公路连片建造竹架结构日

光温室大棚 20 栋，占地 20 亩，号召

村干和回乡青年带头示范种植温室蔬

菜，同时对蔬菜种植户给予人力和技

术支持。为解决建设资金，一方面以

行政行为从本村庄农户中筹集，另一

方面村集体出面向银行借贷，由种植

户获取收益后分期偿还，产品销售由

农户自行解决。当年秋季共投入资金

10 多万元，种植黄瓜 6 亩，青椒、番

茄各 7 亩。生产过程中，乡农技人员

分工包户，开展技术指导，解决防

病、治病和水肥管理等一系列技术难

题。冬季果菜陆续上市，呈现产销两

旺势头。据统计，20 亩试种区从当年

9 月底至次年 2 月，累计收获果蔬

65860 公斤，产值 89620 元。初步试

种表明，兴建日光温室发展反季节蔬

菜生产效益可观，是当年种植水稻单

位产值的 6倍左右。

但是，试种温室蔬菜也暴露了一

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是组织 引导不当，蔬菜生产缺

乏后劲。由于兴建一栋竹架结构日光

温室需一次投入资金 5000元左右，大

多数农户担心从事反季节蔬菜生产不但

难以获得收益， 甚至血本无归，因此

缺乏生产积极性，乡村两级干部往往

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动

员。这种行政 “压力”导致种植户缺

乏长远发展观念，尤其是当个别种植

户因管理不善而没有多大收益时，更

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二是管理

体制不完善。由乡村两级统一筹集建

造温室资金的管理模式， 存在严重弊

端。一些种植户由于自筹资金很少，

将当季蔬菜收获上市后，就不愿继续

从事温室蔬菜生产，也不愿偿还建造

温室的借款，严重影响蔬菜生产正常

有序进行。三是小规模生产不符合现

代农业发展要求。由于种植规模小，

蔬菜品种单一，产品依赖于农户自行

到市场销售，既增加了大量的销售费

用，又影响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利于

生产效益的提高。四是蔬菜生产科技

含量低，有待于进一步新引进和推广

使用农业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

有投入才会有干 劲——调整思

路 ， 用市场机制建设 蔬菜科技示 范

园区

罗埠乡在对发展温室蔬菜生产的得

失进行认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认为

应当从讲究规模效应、 激活园区机制

入手，加大技术引进和技术服务力

度，进一步调动农民种植蔬菜积极

性，发展多品种、特色蔬菜生产，提

高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建立有一定

规模的蔬菜科技示范园，使其逐步成

为农业产业化 “龙头”，并发挥其辐

射和带动作用。

1999 年春，占地 100 亩的罗埠乡

蔬菜科技示范园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乡财政所配合乡政府及时组织部分农户

召开专题会议，办理好蔬菜种植户土

地置换手续。园区累计投入建设资金60

万元，其中筹集财政配套资金30万元，

农户自筹资金30万元，由蔬菜种植户自

行筹集，不要求其他农户参与投入。

符合条件的农户都可申请到蔬菜示范园

从事蔬菜生产，打破地域限制，但自

筹资金必须首先筹足并交付给乡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管理，然后再由乡农发

办在统一设计、统一招标、统一施工

的前提下，在示范园内兴建蔬菜大棚

及其附属设施，待整个工程竣工验收

后，按各农户出资额签订生产使用合

同。再将蔬菜大棚交付农户使用。经

过 4 个月的施工建设， 建成高效节能

温室 8 栋、镀锌钢管大棚 40 栋、竹架

大棚 15 栋、小拱棚 40 多栋，共占地

约95亩。另外，还修建砂石路440米，

主沟硬化渠道 320 米，防渗 “U ”型

渠道 1200米，葡萄园 2 亩。整个示范

园呈现立体发展、生态农业格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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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现代农业的基本特点。

罗埠蔬菜科技示范园建成后，先

后与 2 1个农户签订了生产合同，规

定各农户在从事蔬菜生产同时，管护

好园区由财政投资建设的生产设施，

农户要用其生产收益一部分，作为设

施管护费用。乡农发办在充分尊重园

区农民生产自主性的同时，努力克服

其生产盲目性， 在改善蔬菜品种结

构、 种植特色蔬菜上做文章，利用农

网寻找供求信息，引导农户生产适销

对路产品。当年秋季种植青椒 30 亩、

番茄 20 亩、青豆 10 亩、黄瓜 20 亩。

还从外地引进以色列五彩甜椒、 美国

金凤西葫芦、 百利西芹、 日本网纹甜

瓜、荷兰樱桃番茄及礼品西瓜等国内

外名优瓜菜品种，共种植 15 亩。园区

瓜菜种植呈现多样性、上规模特点。

蔬菜生产过程中， 乡科技副乡长

及乡农发办组织 2名农技人员负责常年

技术指导，先后推广使用防虫网、 遮

阳网、 微滴灌、 嫁接、 套种等生产技

术，对棚内蔬菜生产实行化学控制，

合理施用各种肥料。这些农业实用技

术和高新技术的应用，增加了农产品

的科技含量和农业的产出与投入比率，

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充分挖掘出单

位面积增收潜力，极大地调动了园区种

植户生产和管理积极性。到 1999年底，

示范园种植的 9 5 亩瓜菜累计产量达

209050 公斤，产值 494950 元，平均

每亩产值达 52 1 0 元。由于瓜菜种类

多、数量足、品质好，外地不少商贩

争相到园区收购产品，既有利于产品

销售，也降低了销售成本。

在园区规模越来越大，发展势头

十分良好情况下， 罗埠乡强化了对园

区的管理。一是建立产业化管理机

制。对新建大棚实行反租倒包和集资

入股形式使农户进行连片生产；由粗

放型经营管理向区域化、 规模化、 集

约化经营管理发展；依托园区成立

“绿园蔬菜有限公司”， 采取 “公司

十农户” 形式进行科技示范和新产品

开发；在为园区农户提供产前、 产

中、 产后服务， 管护园内设施的同

时，实行集中有序的产品销售机制。

二是增加蔬菜生产科技投入。为进一

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乡政府与中国

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安徽农科院

园艺所、安徽农业大学签订协议，由

这些院所常年提供技术指导。对园区

种植户全面开展 “绿色证书” 培训活

动，向他们传授农业技术。还利用财

政配套资金 10 万多元兴建节水滴灌工

程，成立农民用水者协会，加强农业

用水管理。

从实践中长出来的启示——农

业结构调整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罗埠乡建设蔬菜科技示范园区从行

政命令到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的成功运

作，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较好

的模式。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处理

好行政行为与农民意愿的关系

1998 年罗埠乡发展蔬菜生产主要

是以行政手段推动的，结果不能很好

地调动农民生产大棚蔬菜积极性；采

用行政手段向其他农户筹资， 造成投

资者与生产者脱离利益关系，债权债务

不能妥善落实到位。从1999年起，由于

部分农户主动要求进行大棚蔬菜生产，

并自筹 50% 建设资金，生产好坏直接

影响其投资是否能够尽快收回，并决

定其获取利益多少，因此极大地调动

了农户生产、 销售积极性，蔬菜生产

成为自觉行为，整个蔬菜示范园区呈

现良好发展势头。行政行为不是 “要

他干”， 而是进行生产和销售方面的

组织、 引导，而这种组织和引导的前

提必须建立在农民的自愿基础上， 即

农民有 “我要干”的思想， 否则往往

会事与愿违。

（二） 农业结构调整要处理好区

域性与规模性关系

罗埠蔬菜科技示范园具有发展前途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数十平方公里的区

域内尚没有大面积蔬菜种植情形， 且

有城郊优势， 具有蔬菜销售潜在市

场；另外，在蔬菜种植品种上注意消

费多样性、引进名优稀缺品种，符合

市场需求。在各地的区域性农业结构

调整中重点是发挥当地资源和传统产品

优势。走 “特色” 之路， 如果一律

仿效附近乡镇农业结构调整模式，成

为 “跛小鸭”，不考虑农产品市场边

际销售量和单位边际产量，盲目生产

和投入，结果会出现 “多米诺骨牌效

应”，不能从根本上优化农业种植结

构。同时，农业结构调整也要提高规

模效益，发挥规模优势。罗埠乡于

1998年种植 20亩蔬菜就因为生产规模

小，品种单一，产品只能依靠农户到

市场销售，影响农民收益和生产积极

性；而 1999 年种植近百亩蔬菜，蔬菜

销售反而顺畅很多。如果将园区面积

再适当加以扩大，形成合理规模，外

地商贩前来收购果菜会更加踊跃。因

此，规模出效益。

（三） 农业结构调整要处理好由

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的关系

1998 年罗埠乡蔬菜种植处于起始

阶段，农户一家一户从事生产， 仅仅

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来增加产值，蔬菜

生产科技含量低。生产和销售管理粗

放，债权债务等管理制度不健全，严

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产出与投入

比率偏低。从 1999 年起，该乡注重引

进生产技术并及时向农户提供农业实用

技术和高新技术，在示范区生产和销

售管理上逐步趋于规范化， 先后建立

“绿园蔬菜有限公司” 和 “用水者协

会”，明确各项债权债务关系，从而

使生产要素与技术很好结合在一起，

提高农民蔬菜种植技术水平，改善示

范区生产条件。要素效益显著提高。

农业发展根本方向是发展集约型农业，

即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条件下，

通过技术进步、 制度创新和管理的改

善，促进农业产出提高，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 安徽省庐江县罗埠

乡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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