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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南海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
‘

欧 阳 少梅
南海广播电视大学

,

广东 南海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

佛山市南海区不仅在二三产业上相对较发达
,

而且在农业上也属发

达之列
。

在调查南海农业现状的基础上
,

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

总

结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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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
,

它不仅二三产业发达
,

而且第一产业—农业也有相当发展水平
,

是远近闻名的珠三角的农业区
。

它的土地肥沃
、

耕地面积大
,

有

近 万亩的可耕地
,

种植
、

畜牧
、

水产三足鼎立
,

种植
、

养殖品种繁多
。

只 年全市粮

食种植面积约 万亩
,

总产量约 万亩
,

总产量约 万吨 生猪饲养量和上市量分别约

万头和约 万头 三乌的饲养量和上市量分别约 万只和约 万只
。

改革开放

以来
,

南海区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

加大引进优
、

新品种力度
,

使全市种养品种应有尽

有
,

并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

保持 自已特色
,

不断改良创新
,

形成了有种养专业化
、

特

色化
、

规模化的经营格局
。

为了进一步推进南海农业产业化
,

根据南海区农业发展的现状

和资源特点
,

提出以下的思路
。

一
、

实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随着人们消费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

农业结构要适时调整
。

南海区近几年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努力
,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一 品种结构的调整

从原来的一般传统品种向市场适销对路的优质品种转变
。

如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全市引进推广的各类种养品种超过 个
,

并且在不断推陈出新
。

二 实现技术上的转变

农业种养技术由原来粗放型转向科技密集型
。

从 世纪 年代开始
,

南海各级应用

推广新技术新方法程度越来越高
,

农民种植水平明显提高
,

温室培育
,

无土栽培甚至细胞

基因繁殖在当今南海已不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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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业区域布局调整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需求的发展
,

相对优势发生变化
,

农业的区位布局也会与时俱进
,

不断优化
。

特别是水产
、

蔬菜
、

花卉等农产品尤其明显
。

四 从原来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结构向蔬菜
、

花卉
、

水产等经济效益型农业结构转化

通过这些方面的调整
,

使农业经济效益发生明显提高
,

从过去的解决温饱为主的数量

型经济转向以增加效益为中心的质量型经济过渡
。

二
、

发展区域经济带
,

推进农业产业化

根据南海区位特点和发挥区位优势以及生态系统优化的原则
,

南海提出了发展区域经

济带的思路
。

即以种植花卉
、

绿化苗木为主
,

形成绿色产业经济带 以种植优质稻和蔬

菜
、

养殖禽畜为主
,

形成
“

米袋子
” 、 “

菜篮子
”

产业经济带 水产区以水产养成殖
、

水产

加工为主
,

形成碧水产业经济带
,

为实现这个战略
,

应该进一步做好 种植业内部结构调

整
,

在优化粮经比例上实现新的突破 调整种养结构
,

在发展畜牧业
、

水产业上实现新的

突破 调整品种结构
,

在发展高产优质
、

高效农业上实现突破 调整区域布局
,

形成专业

化
、

规模化
、

集约化产业带实现新的突破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

在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上实

现新突破
,

着重发展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 目
,

加快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

拓宽农村劳

动力就业门路
,

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

三
、

着力推动和扶持龙头企业和农业企业家的发展和成长

在实现农业产业化
,

必须有一大批企业化的农业龙头企业的茁壮成长
,

而这就需要农

业高素质人才和资本的大量投人
。

而其中
,

有志于投身于农业的综合性人才特别是企业家

就更显得缺乏
。

因此
,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着力扶持和培养成这方面的企业和人才
。

四
、

致力于推行农业名牌战略

事实证明
,

当今的农产品已进人以品质求生存
,

靠品牌经营打开市场
,

工业要树品

牌
,

农业也要创名牌
,

必须重视品牌实力
。

南海有不少传统知名农产品
,

保护现有知名品

牌
,

创建发展新品牌
,

成为发展农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

事实上
,

在 《 又 年南海的

很多农产品都参加了广东省名牌产品 农业类 申报
,

南海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日益提高
。

据统计 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种养规模的品种达 个
,

其中种植类品种 个
,

养殖类品种

个
,

带动种养规模村 个
,

年产值超 亿元
。

南海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
,

得益于该区在调整农业结构
、

追求农业效益的过程中积极

倡导种养专业化
、

特色化
、

规模化
。

如盐步秋茄
、

西樵黑皮冬瓜
、

官窑马蹄
、

罗村竹笋
、

松岗桃花
、

大沥沙皮狗
、

大沥谭边村的大顶苦爪
,

桂城林岳的吊丝丹竹笋等
。

这些传统的

知名农产品在保持原来一定种养规模的基础上
,

各地注重对原种进行提纯复壮
,

筛选出适

应性更强
、

品质更优的品种
,

扩大种养规模
。

同时
,

区政府提出发展农业
“

一村一品
”

特

色经济的要求
,

因地制宜
,

发展了一批适合本地条件又适销对路的特色农产品
,

如官窑的

葱
、

和 匝的蒜青
、

小塘的韭菜
、

平洲的盆景
、

里水的锦鲤
、

九江的桂花鱼等
,

这些后起之

秀
,

随着其种养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

知名度在市场越来越高
。

为推进农产品品牌战略实施
,

南海高度重视农产品生产的硬件和软件建设
,

自



年以来
,

南海共投人农田基本建设资金超过 亿元
,

同时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
。

要树立农产品品牌
,

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

优化品种
,

因地制宜
,

发展本地原有名牌

品种
,

形成 自已特有的专用种植品种
,

使品种以品牌形式进人市场
,

以其独有的品质
、

风

味
、

口感等特色
,

占领市场 并以稳定的质量为基础
,

通进科学技术和对生产的全程 监

管
,

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同时开发适销路的农产品品种
,

靠过硬的品种和 良好的质量

赢得信誉
,

从而获得效益 必须寻求
、

建立适宜的生产经营机制
,

改变单家独户的分散经

营局面
,

才能有利于树立品牌
。

通过建立适应市场的生产经营机制
,

对生产和销售中的各

个环节进行科学管理
,

统一标准进行生产
,

在必要时对农产品进行商标注册
,

实行统一包

装和标识
,

统一进行管理
,

从而完全与市场接轨
,

进人产业化的良胜发展
。

五
、

政府要加强管理和服务
,

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行为
,

但由于农业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产业特点
,

政府仍可以发挥其

重要的指导
、

推动作用
。

目前
,

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①搞好农村产业发展和资源利用规

划 ②组织和推动农业综合开发
,

为农业产业化创造 良好条件
。

包括加强农业基本建设
,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

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
。

通过综合开发
,

建设一批高标准连片整治

农田和鱼塘的示范区
,

大大地改善农业生产耕作环境
,

解决好排灌
、

内涝
、

道路
、

电网系

统等问题
,

为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

③推动农业科技网络的建设和信息网

络建设和运用
,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

培养和扶龙头企业的发展
,

建立和完善农业产

业化服务体系等
,

为农业技术创新和市场化创造 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

④建立农产品市场准

人制度
,

确保农产品安全和质量
。

从中央到地方
,

农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逐步受到重视
。

据了解
,

广东省在今后 年内将建立一个系统的农产品质量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

包

括技术标准
、

农药兽药残留监测
,

绿色食品卫生安全农产品质量认证等系列内容
,

在此基

础上
,

将实行农产品市场准人制度
。

南海区农产品种养技术和水平一直以来相对较高
,

其

农产品不仅供当地食用
,

而且还销往广州
、

深圳
、

珠海
、

港澳等大中城市
。

随着人们对 自

身健康的关注
,

各地对农产品市场对质量安全方面的
“

门槛
”

不断提高
。

为适应这一新的

要求
,

各级政府及生产者面临如下的任务 ①要不断地加强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的建设
,

以

点带面推动南海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发展
,

南海区从 年以来已建立了 个无公害农

产品基地
,

面积达约 中以 亩
,

以种植蔬菜为主
,

如 新里水的万顷洋农业示范区就是一

个典范 ②建立农户 田间档案
,

做好跟踪调查 ③建立农产品残留检测中心
,

完善农药残

留检测网络
。

总之
,

只要经过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以及生产经营者的协调一致的努力
,

以市场为

导向
,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
,

在现有坚实的基础上
,

南海区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

化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南海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定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 南海年鉴【 」 仪”

【 」 南海农业信息网仁〕入刃

仁」 〔美〕菲利普
·

科特勒 营销管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印

责任编辑 朱 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