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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2 月 21 日，吴庄蔬菜专业合作社社员们在进行

嫁接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影报道

早春时节，在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百禄桥村吴
庄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日光温室大棚内，社员们在忙
着嫁接早春黄瓜。“嫁接黄瓜的育苗过程一般在冬天
进行，所以大棚里的温度很重要，大棚不仅要有 8 层
薄膜，里面还有加温设施”，据吴庄蔬菜专业合作社
经理徐跃成介绍，嫁接黄瓜较传统种植的同种蔬菜
具有育苗时间短，节省种子，节省育苗费用，提高种
苗利用率等特点。自 2009 年蔬菜专业合作社运营
以来，每年平均每亩地节省成本 300多元，带动全县
及周边 3000多农户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

安徽：嫁接蔬菜让农户增收

初春时节，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绿野仙庄科技园
大棚内油桃迎来盛花期，果农们忙着为油桃花授粉，桃
花散发出浓浓的芳香也让游客们流连忘返。据介绍，
鲜果可赶在今年“五一”前上市，供游客采摘。

河北:科技大棚桃花香

2 月 24 日，河北省永清县韩村镇农民在绿野仙

庄科技园的油桃大棚里为油桃花授粉。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影报道

本版编辑 邵 红

数据显示，自 1990 年以来，中国的粮食

生产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粮食主产区逐渐

从南方转到东北平原。1989 年，东北平原

四省区的粮食总产只有 4608 万吨，占全国

的 11.3%，2011 年四省区总产 13163 万吨，

2012 年可能达到 1.44 亿吨，占全国总产的

24%。1989 年到 2012 年，东北四省区的总产

纯增 9800 万吨，平均每年增加 426 万吨。其

中仅黑龙江一省就纯增约 4600 万吨，平均

每年增加 200万吨。

同 期（1989 年 到 2011 年），湖 广 五 省

区 粮 食 总 产 22 年 只 增 加 191 万 吨 ，平 均

每年增加 8.3 万吨，其中广东省 2011 年比

1989 年 还 减 少 466 万 吨 。 每 年 平 均 减 少

21 万吨。

中国未来的粮仓在哪里？经过多年的

经营，东北平原的粮仓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了。2012 年东北平原四省区的粮食总产占

全国总产的 24%，提供的商品粮占全国 40%

以上，已经初步起到了替代原来主产区的作

用。更为可喜的是，东北四省区的粮食增产

的潜力还很大。未来粮食生产仍呈大发展

的趋势，据有关部门介绍，黑龙江省现有耕

地中，中低产田占 40%以上；只要水利建设

到位，还有大片荒漠之地可以开垦种植，耕

地面积还可扩大。近几年农场职工在北纬

49.5 度附近引种德国玉米品种成功，亩产也

达 1000 斤。以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大水利、

大农机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很成功，垦

区的粮食单产比一般农村高一倍。

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黑龙江省的粮食

生产潜力如果能够发掘出来，2025年总产达

到 1.25 亿吨是有可能的，黑龙江省已经有了

这方面的调研和预测。其实，东北平原的吉

林、内蒙古、辽宁三个省区的粮食潜力也很

大，特别是内蒙古的东四盟和吉林，同样有

40%以上的中低产田和大片可开垦的荒漠之

地。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和大农机的投入，把这三个省区的生产潜力

也发掘出来，那么，东北大平原的粮食产量，

就将从2012年的1.44亿吨，占全国总产24%，

提高到2025年的2.2亿吨以上，占全国总产的

31%以上，成为未来中国的最大粮仓。

把东北平原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这

是国情、粮情发展的必然要求。既有需要，

也有可能。真正实现的话可以增产 0.6 亿吨

至 0.7 亿吨粮食，满足国家到 2025 年需要增

加 1 亿吨粮食中 60%以上的供给。这是农

业生产布局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需要从长

计议，需要多方调研、协商，制定相应的战略

方针、任务和实施方案。

我国的农村、农业政策是连续性的，保

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农业与粮食生产的

健康发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考虑到今后

要建东北平原大粮仓，要增加 0.6 亿吨至 0.7

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应对东北平原四省区

和相关市县区，在财政投入、农田水利、农机

化建设和粮食购销等方面采取一些特殊政

策、给予相应的优惠和支持。例如，可否在

东北平原建一个农业现代化生产的试验

区。先选几个市县做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

步推广。

黑龙江垦区改造中低产田和垦殖荒地

的经验最主要是两条。一是兴修水利进行

农田基本建设，二是购置大型农机具，实现

机械化作业。这两条都需要大量的投资。

黑龙江省有关部门测算，要增加 1000 亿斤

粮食生产能力，大约需要投入 2000 亿元资

金，今后 13 年，东北平原四省区要增加 0.6

亿吨至 0.7 亿吨粮食，大约需要 12000 亿元

至 14000 亿元的投入，每年约需 1000 亿元。

这当然是一笔很大的投入，但能增加 0.6 亿

吨至 0.7 亿吨的生产能力，产出总量以亿吨

计的粮食，还是合算的。而且这个粮食大增

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东北平原地区的农村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将彻底改变这些地

区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面貌，其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就更加重大。

要全面总结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改革创

新的经验。垦区实行以家庭农场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发挥

了家庭农场经营的积

极性，又发挥了大农场

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

（作者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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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如何贯彻落实一号文件精神，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引导农

民走上不砍树也致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深化林业改革的紧迫课题。

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林下经济，是通过改善民生来保护生态的成功实践，已成为我国各地深化林业改革的重

要内容，保护森林资源的有效方式，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广西、云南等地发展林下经济的实践提供了案例。

山中绿树成荫，林下土鸡成群⋯⋯这是
记者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看到的动
人景象。地处桂南山区的浦北县，森林覆盖率
66.36%，是广西的林业大县。“如何在保护生
态的前提下谋求经济发展？靠山吃山，以林养
绿，发展林下经济，培育山区经济的增长点，
我们走的是一条‘不砍树，也能富’的‘绿色增
长’路子。”县委书记张建国说。

芒藤变宝 以林促增收

以林养绿促增收的发展思路，使地少山
多的劣势变优势。2012 年，浦北县地区生
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
长 16%、12.8%和 12.6%。

在浦北县龙门镇和泉水镇，记者看到林
下养鸡、养羊、养蜂、养鱼、采菌、芒藤编织等
各种林下经济蓬勃兴起。过去的穷山村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绿树掩映下，一幢幢小洋
楼成为农民新居，自家的汽车已成为农民常
用的交通工具⋯⋯“我家今年准备扩大养殖
规模”，“今年我不出去打工了，回村创业当
老板”⋯⋯在泉水镇采访，常听到一些村民
对记者这样说。

芒藤本来是与林木争抢养分和空间的
“废料”，可“在发展林下经济一切皆资源的”
的思想指导下，县里出台扶持政策，砍芒藤
搞编织已成为当地富民强企的一项大产业，
浦北县 30 万亩林地的芒藤如今变废为宝。
在龙门镇记者看到，这里各村男女老少都搞
芒藤编织。满山的野生芒藤被村民们巧手
编织成环保篮筐、装饰物件，在当地加工企
业的带动下出口换外汇。一个家庭妇女在
家带着孩子编织芒藤年收入就达 1 至 3 万
元。如今，在浦北县上规模的芒藤编织加工
企业就有 22 家，年编织加工出口产品产值
已经达到 9.7亿元。

林下养殖 森林成富矿

“林改后农民分了山，生产积极性空前
高涨。可树长在山上少则几年、多则 20 余
年才到主伐龄，周期长收益慢。开发林地资
源，发展林下经济，是一条既保生态也能增
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县长申汉烈说。

林下养殖是一条发展空间大、增收见效
快的途径。在县委、县政府的政策引导下，
浦北县一座座密林覆盖的山丘成为农民的

天然养殖场。林下养鸡、养羊、养蜂等在各
村兴起。

山林有天然的“饲料”，山果、树叶、野
草、活虫再加上山泉水，绿色生态，由此喂养
的禽畜品质高、口感好、售价高，成为市场上
的抢手货。林下养鸡一个劳动力一年可以
养 2 万只，与家养比不仅每只鸡要节约 2 元
成本，成活率还达 90%以上，每羽鸡赚五六
元利润。

林下的水沟池塘也被村民发展起林下
养鱼，这种以草为食料的生态鱼，市场售价
都达到了每公斤 80多元。

浦北的林下养菌、种药等也成为一项大产
业。浦北县龙门镇11.38万亩的红椎次生林，
每年都生长大量珍稀野生菌类红椎菌。随着其
抗癌价值逐渐被人们认定，市场售价越卖越高。

龙门镇统一注册了“龙升”牌红椎菌商
标，在精心培育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深加
工，“龙升”牌红椎菌受到了市场追捧，已被
认定为广西著名商标。

“原来用一斤红椎菌换一斤大米，现在
一斤菌就能卖到五六百元，等价于我们这里
最贵的海产品沙虫。”龙门镇中南村种植大
户李士恒告诉记者。

生态旅游 促绿色增长

山绿林茂支撑起林下种养业和加工业，
除藤砍芒、鸡屎羊粪进一步维护和优化了林
木生长环境。如此的绿色经济产业链，使浦
北县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和谐发展，林下
经济进入循环经济的轨道。

浦北的树多了，山美了，来这里旅游的
人越来越多，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依托
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优势，浦北县积极发展
生态旅游、森林公园等第三产业。

浦北县建立的五皇山森林公园，将林
海、百态奇石、飞潺流水组成一个奇妙的生
态景观；以森林公园为轴心，延伸开发了农
家乐休闲生态旅游，建起了一批农家乐山
庄；以岭头节、荔枝节、香蕉节为载体，大力
拓展森林生态旅游。截至目前，浦北县森林
旅游已创收近 2000万元。

“因为生态宜居的环境优势，企业争相
入驻建高级宾馆。2012 年，浦北县招商引
资 项 目 资 金 达 103.9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31%。整个浦北县城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城
镇化的步伐正在加速。”县长申汉烈说。

广西浦北：林下走出增收路
本报记者 刘惠兰 杜 芳

“他把论文写在希望的田野，把效益装
进农民的口袋”，这是日前，河南省鹤壁市农
科院院长程相文获得 2012 年度“中国农村
新闻人物”年度杰出人物称号时的颁奖词。
面对荣誉，程相文淡然处之。“我说不好，也
写不好，我就把玉米种子育好就行。”他诚恳
地对记者说。

朴实的话语背后是程相文半个世纪的
坚守。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分配，他毅然写
下“到基层去”，不久就被分配到了偏僻的黄
河故道浚县，搞起了玉米种子试验，从此开
始了他的“玉米人生”。

为缩短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周期、加快育
种进程，培育出适宜黄淮海地区种植的玉米
良种，程相文和他的团队每年 10 月到日照
和气候更为适宜的海南，开展良种培育工
作，次年春末返回河南，过着两地间的“候
鸟”生活。

今年是他在海南玉米试验田里度过的
第 50 个春节。在人们都忙着合家团聚、守
岁拜年时，程相文和他的团队正在三亚市崖
城镇黎族区的试验田里挥汗如雨，忙着授
粉、套袋、扎带等育种工作。

“大年初一早上放完鞭炮吃完饺子就忙
着下地干活了。”程相文对没有亲人陪伴的
春节已习以为常。

北育南繁，他先后选育出浚单 5 号、
浚单 18、浚单 20 等 39 个玉米新品种，其
中 12 个新品种通过国审和省审，累计推广
2 亿 多 亩 ， 增 加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150 多 亿
元。浚单 18、浚单 20 被农业部列为国家
重点示范推广玉米新品种和全国玉米优势
产区主推品种，浚单 20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成为黄淮海第一、全国第二大玉米
种植品种。

浚县邢庄村的村民说起程相文的“金
种子”还十分兴奋，当年村里人抱着试试
的心态种上程相文从海南带回来的第一批
种子，结果原来 100 多斤的产量，一下子
变成了六七百斤。随后，每一年邢庄村种
的都是程相文培育的新品种，收成也是芝
麻开花节节高。

年逾古稀，程相文仍然辛勤工作在第一
线，承担着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
目、国家现代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等重大科研
任务。

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

坚 守 育 种 五 十 载
本报记者 徐 胥

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

坚 守 育 种 五 十 载
本报记者 徐 胥

程相文相信，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

族。他用一生践行着农业科技人员的光荣使命，先后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

献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本报讯 记 者 徐 胥 、 通 讯 员 汪 国 会 王 阁

明 刘玉报道：春节期间，河北省霸州市的品牌
蔬菜走俏京津市场。在品牌农业的助推下，2012
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1108 元，位居全省
前列。

近年来，河北省霸州市重视品牌农业发展，积
极鼓励和帮助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开
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
地理标志的认证工作，运用品牌战略，助农走上致
富之路。

去年 10 月以来，国内有些地方出现大白菜滞
销的情况，菜价一度跌到几分钱一斤。与此相反，
霸州市东杨庄乡的大白菜价格卖到普通白菜的十几
倍。这一切都源于品牌效应。

霸州市东杨庄乡的大白菜素有个小、帮细、
紧实、青色、口感佳、不塞牙、筋脉细软、营养
丰富等优点。为了增强竞争力，霸州市帮助菜农
申请注册了“东杨庄大白菜”和“霸州绍菜”的
商标，并通过省绿色食品办公室认证，获得绿色
食品标识。

今年春节期间，东杨庄乡的大白菜还没上市
就已被预订一空，批发价格最高达到每公斤 2.4
元。同时，东杨庄乡以其 1500 亩种植面积、年销
售 4500 吨的“品牌大白菜”，带动了全乡农民
增收。

产品有了品牌还要抓提升，霸州的“胜芳”蟹
正是依靠着“地理标志农产品”这一品牌提升策
略，才得以再次扬名。

受品牌效应带动，“胜芳”蟹的标准坑塘养殖
面积达 170 亩，河道养殖面积达 3800 亩。去年，
共养殖“胜芳”蟹 4 万多斤，出栏 3 万多斤，带动
养殖户户均收入 20多万元。

霸州市坚持打造绿色无公害品牌，引导绿色农
业产业发展。2007 年，全市首家农村专业合作社
——“西粉营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率先
推出“绿玉田歌”无公害蔬菜品牌。今年春节期
间，霸州市西粉营村的“绿玉田歌”牌韭菜以每斤
50 元至 60 元，高于普通品种几十倍的价格畅销京
津，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商机。

如今，靠着品牌质量、品牌创新，霸州市已培
育了“胜芳蟹”、“胜芳松花蛋”、“东杨庄大白
菜”、“绿玉田歌无公害蔬菜”、“芳汇山猪肉”、“山
平胡萝卜”等上百种品牌农产品，成功开拓了
市场。

河北霸州：

品牌农业助农增收

节 后 农 民 工 增 多

元宵节后，随着回家过年的农民工陆续回城，北京人才市场上求职者逐渐
增多。

2 月 26 日上午，记者在虎坊桥人才市场看到，前些天还较冷清的招聘馆内，聚
满了求职者。求职者以四五十岁居多，招聘岗位多为投递员、销售、水暖工、维修
工、服务员、保安等，年龄一般要求 18 岁至 60 岁，月薪在 1800 元至 6000 元之间。
为增加竞争力，有不少企业用油笔临时修改了招聘广告上的薪酬数字。虎坊桥人
才市场主要提供技工、销售、导购、后勤、家政、配送等用工服务，由于有近 20 年历
史，在北京影响很大，很多外来农民工都会到这里找工作。

虎坊桥人才市场的汤晓雯经理告诉记者，这几年农民工一年比一年少，为招到
员工，不少企业打出包食宿牌，但招工难问题仍较突出。

2 月 26 日上午，北京虎坊桥人才市场信息发布栏前，一位 20 来岁的农民工正

抄写橱窗里的招聘信息。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