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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农业综合开发
  实现五大转变

杨茂云

湖北省北部的老河口、襄阳、枣阳和随州四县市，

自然条件较差，旱涝灾害频繁，是有名的“旱包子”和

“风口子”。1989年被国家纳入全国农业综合开发计划

后，共投入农发基金 1.39 亿元。鄂北人民紧紧抓住这

一机遇，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创新开发方式，扩

展开发领域，开发速度、质量、同步推进，呈现出良好的

开发势头，实现了五大转变。

（一）由增量型向增效型转变，在全面提高综合效

益中增强了开发的吸引力。在鄂北岗地一、二期农业开

发中，四县市以提高粮棉油为目标大规模进行了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在增效上做文章，千方百计地吸引农民

参加开发。枣阳市熊集项目开发区引导农民开发蛇、

鳖、牛蛙等特种经济动物，生产规模达 5 000公斤，年产

值 130多万元，获纯利润 30多万元。与此同时，鄂北岗

地农业综合开发围绕市场需求向“两高一优”农业迈

进，由粮棉油开发向高值经济作物延伸，由低层次平面

开发向高层次立体开发延伸，通过实施二期农业综合

开发，建立高产优质农业生产基地 22 个，吨田、“千元

田”20.5万亩，林果基地 5.5 万亩，精养鱼池 6.7 万亩，

为项目区农民致富拓宽增收途径。

（二）由单一化向系列化转变，在资源转换增值中

扩充了开发实力。襄阳县程河镇项目开发区，以柳编生

产为主体，进行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开发，形成了贸

工农一体化开发的经营新格局。他们改造 3万亩河地

种植柳条，围绕柳条进行深加工，围绕柳编产品销售组

建了经销公司，使产品远销到美国、日本等 24 个国家

和地区，年经销额达 5 000万元，农民人均增加纯收入

800多元，展示了农业系列开发的广阔前景。

（三）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在与国内外市场的

对接中寻求开发动力。一方面以开放促开发。他们采取

租赁、股份、承包等多种形式，吸引项目区内外农民、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国家技术经济职能部门以

及大中型企业参与开发，鼓励大中型城市到项目区建

立各种农副产品基地。这

样，既弥补开发资金的不

足，又保证了城市人民及大

中型企业农副产品和原材

料有效供给，实现城市的资

金、技术优势与农村的资

源、劳力优势的对接，加快

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

另一方面以开发促开放。鄂

北岗地四县市瞄准国内外

市场最新需求态势，开发出

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附加值大、市场前景好的土特产

品，如襄阳县程河镇的柳编、欧庙镇的麦冬，东津镇的

大头菜、张集镇的烟叶等等，增强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

开发的积极性，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

（四）由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在实现生产要素最

佳配置中培植新的经济生长点。农业综合开发区实质

上是一个资金、资源、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有机结合

的过程。鄂北岗地四县市摒弃传统的粗放经营的观念，

积极协调开发区内各类生产要素的组合。对项目资金

坚持集中投放、合理使用的原则，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

刃上，达到建一片，成一片，开发一片、受益一片的目

的。对开发区的劳动力的使用统筹安排，运用经济手段

正确处理农民的投工投劳以及开发建设与收益的关

系。对物资集中投放，发挥了各类设施的综合功能，并

与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结合起来，建立了

育秧工厂 22 个、培植良种基地 16 个，完善各种机耕

队、植保队 34 个，从根本上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

矛盾，彻底打破了户与户、村与村、镇与镇的界限，推进

了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

服务、企业化管理的进程。

（五）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在大量运用科技成

果中提高开发档次。鄂北岗地走科技开发之路，围绕解

决“旱、风、瘦、单、低”五大课题，研究开发了 40 多个项

目，投入科研经费 1 400 多万元，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1.5亿元，一是广泛开展“挂、靠、联、引”。各项目区采取

多种形式、多种渠道，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寻求合作伙伴。二是引进

各类人才。各项目区根据资源情况和开发要求，舍得花

钱聘请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为提高开发项目质量创

造条件。三是在项目区大胆进行科学试验、示范，因地

制宜，有重点地选择一定比例的村和户作为科技开发

示范村、户，从而带动整个项目开发的顺利进行，使科

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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