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天地
襄樊农业产业化的实践

杨茂云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后，为了有效解决分散于千家万户

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对

接问题，湖北省襄樊市经过几年的努

力，初步形成了一批以市场为导向，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为基础，

融种养加、产供销、农科教于一体的

龙型产业经济链，在起步较早的乡

镇，部分产品、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

农业产业化格局正在形成。

产业化的组织模式丰富多彩

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围绕某项主

导产品、产业或优势资源，以农产品

加工、经销企业为龙头，实行生产、加

工、销售一 体化经营，形成市场牵龙

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崭新

格局。如襄阳县东津酿造调味品总

厂采取制定最低保护价，与农户签订

合同等方式，在农村建立芥菜、大蒜

等四大基地 6 900 亩，覆盖全镇一半

以上的农户，形成了大头菜生产、加

工、销售一条龙。到 1995 年，全市农

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达 11 300 家，综

合加工能力 75.67 公斤，实现产值

110.1 亿元，利税 11.9亿元，连带农

产品基地 715 万亩（复播），农户 81.
76万户。

二是市场带动型。通过培育市

场，发挥它的服务作用和幅射效应，

凝聚周围农户生产，推动主导产业崛

起。枣阳市杨档镇投资 80 多万元，

兴建了鄂西北最大的牛羊交易市场，

带动了该镇养牛业的发展。1995 年

商品牛饲养量突破 3 万余头，户平

3.3 头，实现产值 3 865 万元，户平

450 元，成为全市养牛大镇。到目

前，全市已建农产品交易市场 564

处，年成交额 24.83 亿元，初步形成

了建一处市场、兴一项产业的发展格

局。
三是拳头产品带动型。以扩展

拳头产品的经济规模为主，集体建基

地，农户兴庭园，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地突破，逐步培育成区域支柱产业。
谷城县五山镇发挥山场优势，培植茶

叶拳头产品，走上了“一片茶叶兴全

镇”的振兴之路。1995 年，茶园面积

达 1.8 万亩，实现产值 1 223 万元，

创税收 380 万元，分别占该镇农业总

产值的 70% 和财政收入的 80% ，农

民人平增收 150 元。
四是专业大户带动型。即以专

业大户为辐射源，将“点”的优势扩展

为专业村（乡）“片”的优势，形成专业

化生产格局。宜城市讴乐乡以 12个

香菇大户为领头雁，组织和带领全镇

2 700 户农民从事香菇生产，1995 年

产量突破 90 万斤，产值达到 3 600

万元，成为全镇重要的支柱产业。
产业化的运行特征日益突出

一是形成合理的经济规模。“有

规模，才有效益”。襄樊市一些比较

成形的产业，基地面积大，生产批量

大，市场占有率高，都达到了一定的

经济规模和效益。襄阳县双沟镇大

力扩张粮油加工规模，年产值过亿元

的企业达 3 家，粮油年吞吐能力超过

20亿斤，成为全国重要的粮油集散地。

二是开拓国内外市场。产业化

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引导

农民进入市场。各地采取多种形式，

拓展农产品的销售空间，通过市场的

拉力带动了产业化的发展。谷城县

北河镇为了推动蔬菜生产的发展，在

北京、西安、石家庄等 20多个大中城

市设立销售窗口，采用期货贸易的形

式，与菜农签订销售合同，消除了农

民的后顾之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目前，全镇蔬菜面积已达 2 万亩，产

量突破 3 000多万斤。
三是突出发挥优势。各地都把

产业化的重点放在发挥当地优势、形

成区域支柱产业上，获取了“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倍增效应。南漳县九集

镇水资源比较丰富，养殖水面 1万余

亩。长期以来，粗放养殖，生产水平

低，形不成气候。1994 年，他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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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的要求，组建了水产养殖公

司，负责全镇水产技术推广、饲料加

工、产品销售等，从而使水资源丰富

的优势得以发挥，1995 年全镇成鱼

单产突破 800 斤，产量达到 180 万

斤，成为全市高产高效养殖的典范。
四是注重政府引导。襄樊市农

业产业化经历了一 个由自发到自觉

的探索过程，各级政府与财政的调

控、引导和帮扶作用十分重要。不少

地方通过制订优惠政策，开展综合服

务等方式，既促进了产业化的发育，

又避免了盲目性，保证了产业化健康

推进。

产业化的支撑功能日趋明显

一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

程度，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不变的前

提下，如何有效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

场的矛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农业

的关键。农业产业化经营以龙头企

业为载体，以经济契约为纽带，通过

两个延伸，即一头向市场延伸，一头

向基地、农户延伸，把分散的农户集

结起来，有序进行专业生产，把小生

产纳入了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轨

道。
二是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和质量，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长期以

来，效益差、素质低一 直是困扰农业

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产业化改变

了农业只进行低层次原料生产的传

统模式，把支离破碎的农业有机融合

为一体化的产业链，大大提高了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据调查测算，农产品

加工一次，粮食增值 15% ，油料增值

30% ，大头菜增值 5 倍以上，其它农

产品通过加工，附加值都有较大幅度

提高，展示了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补

偿、自我发展的广阔前景。
三是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与

重组，增加农业投入。农业产业化以

其特有的兼容性，促进了生产、加工、

销售各生产环节的融合，国有、集体、

个体各经济成份的融合，市县乡、村

组户各经营层次的融合，牵引生产要

素大跨度流动和重新组合，开辟了增

加农业投入的新通道。襄阳县棉花

公司每年投入 2 000 多万元，给农民

送棉种、化肥、农药，缓解了棉花投入

短缺的矛盾，为确保棉花稳定增产创

造了条件。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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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进 ，让 欠税者走 开

马善记

据 6 月 26 日《中国税务

报》报道，河南许昌市首次对欠

税企业 亮出红牌。在由市委、
市政府组织的该市首批“优 秀

企业经营管理者”评选中，长葛

某集团公 司 等 3 家企业的厂

长、经理因欠税被否决。
因 欠税 而 被否 决 荣誉称

号，这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也无

疑值得赞赏。
企业拖 欠税款，是目前财

税工 作中的一大顽 症，在不 少

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企业

欠税不缴，既 造成国 家税收不

能及 时足额入库，又 影响税 法

的严 肃性，其危害不 可 小觑。

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解决

企业欠税问题，督促企业依法

纳税。解决企业欠税的手段无

疑多种多样，但像许昌市那样，

采取否决欠税企业荣誉称号的

作法，不失为一大硬招。
否 决欠税企业荣誉称号，

好就好在能使一切有荣誉感的

企业领导人以 国 家利益为重，

想方设法及时足额缴纳税收。
我们知道，衡量一个企业

的领导者是否先进，是否优 秀，

有很多不同的标准，但能否及

时足 额缴纳税收，理应成为其

中的 重要标 准之 一。很 难想

象，一个经常欠税的企业，其厂

长、经理还配接受先进、优 秀等

荣誉称号。然而，事实上，在不

少地方，一些欠税企业的领导

者却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各类先

进，这着实令人遗憾。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

的义务，企业欠税不缴，虽不能

等同 于偷税、逃税、抗税，但至

少是没有较好 地履行 纳 税 义

务。因此，很有必要像许昌市

那样，在评选先进时，对欠税企

业实行否决制，让 欠税企业与

先进无缘。
（责任编辑  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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