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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海南冬季瓜菜
“得天”却不再“独厚”

海南凭借冬季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地
肥沃，早已成为全国冬季瓜菜的重要生产基
地。但随着内地大棚蔬菜和冬季蔬菜储备制
度的建立，海南冬季瓜菜“得天”却不再“独
厚”，优势开始面临挑战。

“今年黑皮冬瓜收了 9 万斤，然而价格却
只有 0.36 元/斤，除去成本，还亏了五六千
元。”海南省儋州市王五镇黄山营村委会竹头
村村民陈有理说。去冬今春，海南省瓜菜种
植面积依然保持了 300 万亩，出岛量也保持

在 300 万吨以上。但是，海南省去冬今春的
瓜菜综合平均价却大幅下跌，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了 30%，线椒、圣女果、佛手瓜等品种
跌幅高达 50%。近年来，海南省冬季瓜菜的
价格波动如“过山车”。

从今年 3 月中旬上市以来，海南省黑皮
冬瓜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据瓜农和收购商
反映，收购价最高时也只有 0.53 元/斤，最低
的时候只有 0.25 元/斤。海南黑皮冬瓜一上
市就遭遇低价，这在往年并不多见，2012 年
刚上市的价格在 1.2 元/斤左右，哪怕是行情
很差的 2011 年，冬瓜刚上市时的价格也有
0.9 元/斤。今年除豇豆、西瓜、四季豆等少数
品种外，多个瓜菜品种行情低迷，地头收购价
比种植成本还要低。

“1990 年代初，海南一公斤辣椒运到江
西、浙江等地能卖到四五十元，而现在，不可
能有这样的神话。”来自江西的瓜菜种植大户
黄楚成在海南租地种植瓜菜已经十多年了，
他坦言，由于内地大棚蔬菜的技术成熟与普
及，海南冬季瓜菜的气候优势逐渐丧失，冬季
农业已经越来越难做。

近年来，随着大棚蔬菜的兴起，秋季瓜菜
的销售时间逐渐拉长，春季瓜菜的上市时间
也有所提前，这样的“空档期”在一步步缩短
的同时，也减少了内地市场对海南冬季瓜菜
的需求量。

据农业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大棚蔬菜
种植面积从 2001 年的 1700 万亩，发展到现
在的 5000 万亩左右，遍布东北、华北等地，
大棚蔬菜上市的时间也提前到了 12 月至次
年 2 月。此外，目前 51 个北方大中城市已经
相继建立冬春蔬菜的储备制度。

发挥生态优势
打造品牌农业

海南瓜菜如何改变在“夹缝”中生存的命
运，让海南农民不再看内地“天气”吃饭？

海南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认为，受海南省
土地和运输的制约，海南农产品不可能与外省
拼规模，需要走精品路线，打造品牌农业。

重新梳理海南冬季瓜菜发展史，可以总
结为三个阶段：一是扩大冬季瓜菜种植面积，
二是主抓冬季瓜菜岛外运销，三是引进农产
品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

“回过头来看，海南冬季瓜菜的优势就在
于其‘新鲜’，无论是向岛外运输，还是农产品
加工，其实都没有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海南
省农业厅企业发展处处长陈良说。

海南瓜菜终端销售商之一、辽宁兴隆大
家庭商业集团执行总裁姜利民也表示，虽然
内地大棚蔬菜的兴起，让海南冬季瓜菜失去
了价格竞争优势，但是相比大棚蔬菜的反季
节性，海南冬季瓜菜具有健康、生态的竞争优
势，这就是海南打造品牌农业的着力点。

目前，海南省正在积极探索尝试。今年，
海南省农业厅在北京、沈阳首次尝试“直供直
销”营销模式，以空运直销形式提高了农产品
的新鲜度。不久前，海南省又在屯昌建立了
农博城，汇集了全省各市县的 600 多种特色
优质农产品进行展销。

“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要请进来。海南旅
游旺季在冬季，与海南瓜菜上市时间相吻合，
可以把来海南看海、过冬的 3000 多万游客，
请到海南的菜园子里去品尝新鲜瓜果菜，实
现岛内销售。”陈良说，这就需要海南省传统
农业向休闲农业方向转变，实现农业与旅游
相结合。

在发展休闲农业的同时，海南还需转变
种植模式和瓜菜品种。长期以来，海南冬季
瓜菜为适应外销需求，均是大规模种植，品种
也主要是瓜类（124 万亩，占 41%）和椒类（75
万亩，占 25%）等易储存瓜菜，叶菜类很少。
记者在采访时也发现，许多乡村“农家乐”需
要从城市采购蔬菜。海南省要发展休闲农
业，还需增加蔬菜品种，并做到小而精，适宜
观光体验。

受土地和运输制约，海南农产品发展需走精品路线——

海南瓜菜优势面临挑战
本报记者 何 伟

本报讯 记 者 徐 胥 报 道 ： 日 前 ，
由四川省委农工委组织的“农业产业
进灾区活动仪式”在四川省雅安市芦
山县举行，缓控释肥龙头企业山东金
正大公司向灾区捐赠出 100 吨玉米和
茶叶专用缓控释肥。

四川芦山地震消息传来，金正大
公司迅速启动援助机制，在全国农技
推广服务中心与四川省农业厅土壤肥
料与资源环境处的指导下，迅速摸清
雅安灾区土壤肥力状况与当地作物种
植情况，并成立专门技术小组研究制
定出适合当前灾区作物用肥需求的专
用肥料配方，生产部门根据配方生产
出了适合当地土壤的玉米和茶叶专用
缓控释肥。

金正大公司希望利用自身在缓控释
肥研发生产方面的科技优势，帮助灾区
恢复农业生产、减轻农民损失，确保当
地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帮助灾区人民
重建家园。

金正大缓控释肥

运 抵 雅 安 灾 区

金正大缓控释肥

运 抵 雅 安 灾 区

福建省南靖县是典型的山区县，村落分散，交
通不便。该县的 199 个行政村虽然早在 2009 年
就设立了党务村务公开栏，但许多村民对于党务
村务工作一知半解甚至漠不关心。

那么，基层党务村务公开的瓶颈在哪里？如
何切实有效地避免党务村务公开“雾里看花”，让
群众真正知情？

“我们开发的‘电视播’平台，在‘数字漳州’模
块植入‘南靖公开’，把原来只有在电信 ITV 电视
公开的内容粘贴到网络电视上，供村民点播观看，
让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党务村务。”南靖县委
书记张琳光介绍说。

山城镇溪边村低保户江东金身患直肠癌，妻子
也因类风湿病常年卧病在床，夫妻俩既不会上网也
不会用手机，想了解党务村务非常困难。“自从去年
村里给家家户户安装‘电视播’以后，方便多了，我们
打开电视就能对村里发生的大小事一目了然，生活
也没有以前那么乏味了。”江东金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为了让偏僻的农村插上
信息化的翅膀，中国电信南靖分公司先后投资几
千万元建设农村宽带网络，实现对南靖 183 个行
政村的宽带网络全覆盖。截至 2013 年 4 月，南靖
电信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 2.5 万户，宽带普及率
接近 50％。南靖全县农村具备 4M 宽带接入能力
的比率达到 97.82％。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局长杨锦炎告诉记者，早
在 2004 年，福建省就率先建立了以电信为主，移
动、联通等多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共同参与的分
片包干工作机制。“去年底实现了 100%建制村通
宽带。”杨锦炎说。

足不出户知村情
本报记者 常 理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发现

一些地区津津乐道的是有多少农民住进了新

楼房，有多少宅基地被节省出来复垦，新建了

多大面积的广场，新修了多少公里马路，但保

留了多少古树，新增了多少绿化面积，却不在

关注范围内，以至于人们看到的一些新型城

镇只是由高楼、广场和公路组成，实在缺少养

眼的绿色。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中央提出要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其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提高质量的关键

因素。那么，在新一轮的城镇化热潮中，如何

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贯穿其中？

有识之士呼吁，增加绿色生态产品供应

是当务之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我国提供

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能力迅速增强，

但提供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等这些

绿色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这与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后，追求身心健康和高质量生活

的期待不相适应，满足不了人们对绿色生态

产品不断增加的需求。

推进城镇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现

代文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一些

地区推进城镇化的立足点不对，为了占地卖

钱，不断扩大建成区面积，把应该保留的湿

地、草地、湖泊变成了水泥板，导致干旱洪涝

频发、四季气候失常，让人们很难享受到“春

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雪”的自然美景。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不注重生态环境建

设，一味地提高开发强度，不仅带来环境问

题，也会带来资源安全问题，特别是水资源保

障面临威胁。我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极为有

限，缺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自己把森

林、湿地、湖泊等“水盆”搞得越来越小是原因

之一。如果不控制开发强度，不从现在开始

重视增强水的涵养能力、水的存储能力，我国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水资源危机的严峻

挑战，现在西南等地区的连年干旱已经敲响

了警钟。

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安全面临威胁，这违

背了我们推进城镇化的初衷，不是生态文明的

进步而是退步，这样的城镇化我们宁可不要。

所以，推进城镇化，摆正立足点非常关

键。要立足于人的城镇化，立足于改善居民

的生活质量。不能为了提高城镇化率而城镇

化，不能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城镇化，更

不能依靠占地卖钱、扩大投资、增加产能、繁

荣房地产来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的举措中，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认识到生态是一个系

统 ，山 水 田 林 与 城 市 是 同 一 个 生 命 共 同

体。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

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地就变

成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因此，需要调整

的重点之一就是要保护和扩大森林、湖泊、

湿地面积。

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有点自律精

神，控制开发强度，留下必要的生态空间，来净

化追求GDP所产生的脏空气和脏水，让城市居

民有养眼养肺的生态空间，让水资源和动植物

有个栖身之地，要

给自然留下更多修

复空间，给农业留

下更多良田，给子

孙后代留下天蓝、

地绿、水净的美好

家园。

绿色城镇化亟待推进
李 力

本版编辑 邵 红

走进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村
民余地宽家，一张挂历形式的《伏山乡美丽乡村建设
明白卡》贴在进门显眼的位置。“‘明白卡’做成挂历，
既明白政策了，又实用，很受乡亲欢迎。”余地宽说。

村里的改变更是“明明白白”，去年底以来，村
里配备了垃圾箱和垃圾车，有专门保洁员负责清
理，道路边的猪圈、厕所被要求改建。“以前村子水
塘水面漂的都是垃圾，现在明显少了。村民也开
始习惯把垃圾扔进垃圾箱了，生活环境舒适多
了。”同村的姚家恩大爷说。

这正是商城县积极建设美丽乡村取得的成
效。商城地处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人口
76 万，是国家生态示范县。这些年全县确立了走
生态立县、科学发展之路，实施乡村环境连片综合
整治，努力打造美丽商城。

“经过集体讨论，我们认识到发展的目的是为
了幸福。美丽乡村的核心是人们在工作、生活中
有愉悦的感受。这包含着四方面要求：一是经济
发展，二是文明道德素质提高，三是管理民主，四
是低碳生活。”商城县县委书记李高岭说。

乡村美丽，还需产业依托。商城县做足“生
态”文章，积极发展绿色环保的茶产业和旅游业。
商城县茶产业以茶叶和油茶产业为两翼，在宜茶
乡镇、宜茶丘陵、坡地和沿旅游干线公路打造了一
批生态茶园、油茶基地。新增高标准茶园 4 万余
亩，茶园总面积达 24.3 万亩，连续四年荣获“全国
重点产茶县”称号。旅游年度投资达 6.8 亿元，投
资增速 20%。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达 209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36亿元。

美丽乡村明白建
本报记者 徐 胥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在江西一些山区学校发现，“撤点并校”让许

多农村娃上学路变得遥远。此外，师资力量不足、办学条件简陋也是乡村小

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2010 年，55 岁的汪家富接手江西武宁县鲁溪镇塔湾村教学点，成为这

里唯一的教师。目前，教学点有 16名孩子就读。

201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

见》明确提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要求严格规范学校撤并程序和

行为。江西等 9省的 130个县陆续恢复已撤并的 1099个农村教学点。

图为塔湾村教学点教师汪家富领着孩子到学校上课（5月 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 科摄

让 农 村 孩 子 上 好 学

上图 5月 15日，在广西柳州市融安县长安镇江口村小学，学生们在吃免费午餐。

日前，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在各中小学校开展免费午餐“四个统一”行动，确保食品卫生健康、营

养安全，让山里娃娃吃饱吃好。 谭凯兴摄 （新华社发）

右图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硝河乡中小学学生在喝自来水（5月 15日摄）。

2012 年，宁夏地矿局经过实地勘测，在学校附近打出一口深水井，并为学校安装了水处理设

备，使井水达到饮用水标准，解决了 1100多名师生的吃水难问题。 李 然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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