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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 ,在调整农业结构中选择适宜的发展战略是区域农业发展的关键. 本文
以曲周试验区为例 ,探索县域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发展对策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绿色生产基地建设的思想和方
法 ,以期对黄淮海平原乃至全国区域农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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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ba se planning for
green industry on coun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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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e se agriculture enters a new transition stage , the choice of feasibl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become s
the key of region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 This paper de scribe s the gr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Quzhou Experi2
mental Field , including the thought s ,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 s for building green production base . Our aim was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reg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uangHuaiHai Plain as well as all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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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 ,处理不当就会萎缩、市场失控、农民贫困、农村不

稳。加入 WTO 对我国农业结构和布局将产生深远

的影响 ,包括区域优势产业的选择、农业生产结构的

调整 ,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和措施等 ,所有这

些对区域农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曲周试

验区为例 ,探索县域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发展对

策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绿色生产基地建设的思想和

方法 ,以期对黄淮海平原乃至全国区域农业发展提

供借鉴。

1 　问题与对策选择

曲周县地处冀南平原 ,到“七五”结束时 ,完成了

盐渍化综合治理阶段的任务 ,农业2农村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八五”以来转向综合农业发展研究 ,成为

全国粮棉生产基地县 ,到 2000 年粮食单产高达

11 805 kg·hm - 2 ,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 2 568 元。

与此同时农业2农村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归

纳起来首先为农产品相对过剩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 ,农民收益下降 ,种田积极性降低。其次 ,市场

约束不断增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以及农产

品买方市场的形成 ,农产品生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市

场约束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农业生产格

局 ,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随着我国进入 WTO ,必

须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大市场 ,必将对“弱质”的

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产生很大冲击。因此在新世纪

必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 ,站在全球化、统一大市场

的角度 ,调整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内容和方向 ,着

重解决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问题 ,制定新的社会

经济发展战略 ,来面对各种挑战。

曲周县如何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 ,力争全县社会

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 ,使其成为经济强县 ,

人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生活水平由温饱步入小康 ,是

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为此 ,我们在充分

调查了解国内外农业2农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以建

立无污染绿色生产基地为突破口 ,创立绿色产业 ,发

展绿色经济 ,全面提高曲周县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

竞争力 ,作为 21 世纪曲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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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制定曲周县绿色产业发展规划 ,力争使曲周县农

业2农村发展站在新世纪中国的最前沿 ,实现农业大

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飞跃。

2 　曲周绿色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

针对曲周县无特色资源与特色主导产业的实

际 ,提出了依靠科技进步 ,依靠提高农民素质 ,以市

场为导向 ,改善资源环境为基础 ,提高农业经营效益

为核心 ,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依托 ,产业化发展为动

力 ,绿色高新技术为保证 ,全面改造和提升农业产

业 ,建立稳定、安全、高效的农业2农村生态经济系

统 ,实现科教兴县 ,作为新世纪曲周县社会经济发展

的指导思想。同时以创“绿色”品牌为突破口 ,以建

立无污染绿色生产资料的生产基地为目标 ,创立绿

色产业 ,发展绿色经济 ,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市

场竞争力 ,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增长。通过县域绿

色产业总体发展框架的构建 ,为建立绿色曲周奠定

基础。

力争在 5 年内初步形成规模化、无公害化的主

导产业生产基地 ;同时建立发展加工龙头企业 ,组建

1 个上市公司 ,注册 2～3 个绿色产品的品牌。通过

10 年的努力 ,形成有较大规模的主导产业、农业生

产基地、龙头企业和较完善的营销、技术等服务体

系 ,初步建成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以绿色食品生产资

料为核心 ,组建 2～3 个上市公司 ,注册 8～9 个绿色

产品的品牌 ,使绿色产业成为曲周县社会经济发展

的主体。

3 　产业规划与支撑体系

要实现上述主要目标 ,根据战略思想 ,选择好具

有自己特色的优势主导产业 ,制订出详细的项目实

施计划 ,组织好龙头产业生产。

3. 1 　总体区域布局

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推进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

原则。绿色产业要以区域化生产为基础 ,规模化、集

约化为标准 ,按照养、产、加、销过程的要求 ,科学调

整布局 ,合理构筑框架 ,适当壮大规模 ,逐步形成布

局合理、规模适度、特色明显有一定区域分工的开发

区。在 5～10 年内建成有 2 个以上能带动全省农民

生产、农业结构调整的大型股份有限公司 ,有 5 个以

上辐射邯郸市的龙头企业 ,也有 10 个以上能带动整

个县区农民生产、对全县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具有

举足轻重作用的有区域特色的龙头企业 ,突出各区

域的经济重点和组合优势。

以上述龙头企业为核心 ,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

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要

求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科技为依托、以效益为中

心、以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 ,走内涵与外延相结合 ,

规模与特色相结合 ,生产与加工销售相结合的路子 ,

积极推进贸工农一体化 ,产加销一条龙经营。建立

技术先进的养殖、种植与加工、绿色产品加工及产品

销售一体化的绿色产业。

3. 2 　产业与支撑

1) 种植业产业化 　根据曲周县种植业生产的

优势 ,并通过基地建设、规范化生产、农产品加工、企

业龙头带动的 5 条种植业产业化链条。

优质小麦 　优质小麦种子基地 ,优质、专用小麦

生产 ,以原来的面粉加工厂为基础 ,组建新的面粉加

工有限责任公司。

特种玉米 　特种玉米 (甜玉米、油玉米、饲料玉

米等)规范化生产 ,玉米产品加工和深加工 (玉米淀

粉加工、甘油、玉米油产品开发 ,玉米秸秆生产防滑

垫等) ,名牌企业集团和注册商标的建立。

优质大豆 　配合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 (间作)和

小麦玉米有机生产 (轮作) ,建立高油大豆生产基地 ,

以华裕浸出油厂为龙头 ,进行浸出油、大豆分离蛋白

等深加工生产。

无公害优质蔬菜 　建立无公害优质蔬菜生产基

地 ,实现有机、绿色不同等级的优质蔬菜规范化生

产 ;以金日公司和天赐调料厂为龙头 ,组建企业集团

包括 :中、小型蔬菜批发市场 ,蔬菜外销公司 ,蔬菜加

工厂 ,注册无公害优质蔬菜品牌 ,质量检测和控

制站。　

优质中长绒棉 　利用中国农业大学的优质、抗

虫中长绒棉品种 ,建立原种和中长绒棉生产基地。

以曲周县棉纺厂为龙头 ,通过技术改造形成中长绒

棉加工生产能力 ,带动棉籽加工的优质化。

2) 养殖业产业化发展方案 　农牧结合是黄淮

海平原解决农民收入低下的重要途径 ,畜禽清洁生

产是绿色食品生产的重要方式 ,也是畜牧业发展的

必然方向。

以规模化养鸡业为重点 ,发展兔、羊、猪和养牛

业等 ,建立无污染生产示范乡、示范村 ,启动曲周县

畜牧业清洁生产工程。实现全县畜牧业生产和加工

全面清洁化 ,使畜牧产品达到绿色 (有机) 标准。以

现有的大中型养殖企业为基础 ,以饲料厂、真空冷冻

601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03 年



干燥食品厂、良种乳牛胚胎移殖繁育站、食品加工厂

等为骨干 ,组建的邯郸绿色畜禽集团制定畜禽清洁

生产规程、绿色畜禽产品加工规程、绿色饲料配方

等。通过畜产品加工基地建设和引进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养殖业 ,使养殖业效益翻番。

3) 林业产业化发展方案 　林业具有生态和生

产功能 ,对绿色产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 ,是绿色食

品的生产基地的核心内容。

生态经济林建设 　利用偏沙土地发展速生丰产

林 ,为龙头企业赛博板业集团提供木材 ,将生态环境

改善与农民致富联系起来。利用盐渍化土壤建设百

公顷银杏生产基地 ,并配套银杏加工厂 ,构建银杏股

份有限公司。

林板一体化建设 　以河北赛博板业集团为龙

头 ,农场、农户经营的速生丰产林为基地 ,实行林板

一体化经营管理模式。解决板业生产中化学污染问

题 ,确保板业生产的绿色化 ,争取国家颁发、国际认

可的绿色产品认证。

4) 绿色生产资料产业化发展方案 　绿色生产

资料的生产是发展和推广绿色食品生产的催化剂 ,

也是带动区域绿色产业的突破口之一。在 5～10 年

内组建绿色肥料有限公司生产 EM 肥、高效专用肥

料、有机肥料 ;建成绿色饲料厂负责环保型饲料添加

剂的研制开发生产 ,组建绿色饲料集团 ;建成绿色农

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生物农药和低残留农药。

另外建成新地膜 ,生产可降解地膜和生物地膜 (用玉

米制) , 生物防治疫苗或动物生产基地 ,节能日光温

室生产厂和节水材料生产厂。

5) 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建设 　建成河北省重点

农业高新技术园区 ,带动当地农业生产科技含量的

提高 ,使全县农业科技贡献率高达 58 %。利用农业

高新技术园区的产业优惠政策 ,发展高投入、高产值

的产业 ,如大棚生产蔬菜、花卉 ,组织培养、工厂化育

苗特优作物、特种动物养殖及产品加工、生产脱毒草

莓、特色中草药、特种花卉等现代优势产业 ,以曲周

国家级绿色农业高新技术园区为核心区 ,辐射周围

县区 ,初步形成几个新兴替代产业 ,使之成为曲周经

济的新增长点 ,并组建邯郸特种农业产业集团。

6) 配套工程建设规划 　生态环境建设 　结合

小城镇建设、速生丰产林建设和综合节水示范县工

程 ,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使曲周县生态环境

整体上符合国家规定的绿色生产基地县标准。

绿色产品质量和环境监测体系 　对全县进行生

态环境和食品生产的质量普查和评价 ,确定曲周县

进行有机生产、绿色生产、无公害生产的最适宜区、

适宜区、欠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为曲周县绿色生产基

地建设提供依据。建成绿色食品监测站一个 ,建立

农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地检测制度。对包装前的农产

品进行抽样检测、对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加工基地

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监测制度 ,不达标的不销售。

绿色产品交易市场 　市场问题和销售状况始终

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培育产地批发

交易市场是带动曲周绿色产业的重要源动力。同

时 ,发展以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中心的第 3 产业

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通过培育社会中

介服务组织 ,促进产销衔接。在靠近城关镇、交通干

线旁建立绿色产品交易中心市场 ,在靠近绿色产品

专业乡镇的交通干线旁建立专业绿色产品交易市

场 ,形成绿色产品及其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用品集

散地。组建以绿色生产营销为核心的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 ,注册绿色农产品品牌。

信息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与中国绿色食品

生产管理中心、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建设“绿色曲周”

网站 ,组织网络信息的收集、采编工作 ,而且要加强

产销信息的研究利用 ,请各行各业的专家、技术人员

综合研究处理各种信息 ,并及时向用户反馈结果 ,使

其成为调节生产、指导销售的有效手段。农民既能

通过广播、电视、书报杂志获得信息 ,又能获取网络

上提供的商品信息服务 ,尤其是分区域的种植面积、

上市时间和数量余缺预测等 ,为当地准确地定位、定

向、定量组织生产和销售提供决策依据。进行无污

染蔬菜、禽蛋等绿色产品网上信息员的构建 ,开展网

上贸易洽谈和技术交流、引资和办学等。把“绿色曲

周”信息网站建成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绿色食品

经销网站 ,覆盖所有乡镇和临近县份 ,使农业服务组

织及企业上网率达到 70 %以上。

绿色产业协会和农民绿色技术培训体系 　大力

组织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培训工程和

发展农民职业教育 ,实行“绿色证书”培训计划。新

改扩建的学校全部建成“绿色学校”,并进行“绿色教

育”试点。同时 ,采用俱乐部和会员制等现代组织管

理模式 ,成立曲周绿色产业协会和各种技术推广协

会 ,不仅把分散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农户、企业组织起

来 ,形成不同于现有的“公司 + 农户”的产业化组织

形式 ,而且能很快地将绿色技术推广应用起来 ,使之

转化为生产力。

701增 刊 郝晋珉等 : 县域绿色产业发展与生产基地建设规划



3. 3 　总体战略步骤

在战略步骤上分 3 步走 :

近期目标 (至 2005 年) 　是绿色产业各方面重点

建设的基础时期 ,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年递增率达到或超过河北省平均水平。

在靠近交通干线的城关镇附近建立绿色农产品

加工开发区 ,初步形成规模化的主导产业生产基地 :

0. 7 万 hm2 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基地、1. 0 万 hm2 特

种玉米生产基地、0. 7 万 hm2 高油大豆生产基地 ;

1. 3万 hm2 速生丰产林基地、667 hm2 银杏繁育基地

和 0. 7 万 hm2 优质、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以已有一

定规模养鸡业为重点 ,组织 1 个畜牧养殖无污染生

产示范乡 10 个养殖无污染生产示范村 ,初步形成曲

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并注册 10 个无公害农产

品品牌。同时建立发展加工龙头企业 ,如赛博板业

集团、金日公司、华裕集团等 ,使绿色产业初具规模。

组织“河北绿色”股票上市 ,通过发行企业债券 ,筹措

足够的绿色产业发展资金。

中期目标 (至 2010 年) 　在“十五”期间大力发展

无公害生产基地的基础上 ,以绿色产品加工和贸易流

通为中心 ,经过产业化优化升级 ,形成种养加一体化、

贸工农一条龙的比较稳固的产业链 ,构成产、供、销稳

定的绿色农产品基地。形成无污染畜牧养殖专业乡

3个、专业村 20 个 ,使清洁养鸡规模达 200 万只 ;0. 3

万 hm2 有机特色蔬菜生产基地 ;0. 7 万 hm2 速生丰产

林与高油大豆间作生产基地 ;0. 7 万 hm2 优质小麦生

产基地、0. 7 万 hm2 优质玉米生产基地 ,形成 0. 7 万

hm2 优质、有机小麦、玉米和大豆生产基地。

组建 5 个龙头企业 ,形成 2 个国际品牌的绿色

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使曲周县的农牧业产值达到河

北省中等偏上水平 ,绿色产业成为曲周县的支柱产

业 ,使曲周县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绿色农

产品供应基地。

远期目标 (至 2020 年) 　绿色产业大发展的时

期 ,以绿色食品生产的生产资料为核心 ,形成 4 个绿

色主导产业、10 个绿色著名品牌 ,使绿色生产资料

产业成为曲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 ,绿色生产资

料辐射国内外 ,产业收入占全县国内生产总值的

80 %以上。

4 　产品质量结构与生产基地配置

对于绿色农产品生产的质量标准有 :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 3 大类不同的标准体系。分

析 3 种标准的异同可以看出 :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

AA) ———绿色食品 ———无公害食品构成了一个质量

由高到低的等级体系。就一个地区而言 , 进行绿色

食品开发 ,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选准绿色食品开发

的重点产品、重点区域 ,率先突破 ,逐步向面上推开 ;

在不同绿色食品类型上 ,由低级向高级 ,梯级推进 ,

实现区域主要产业从普通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的逐步升级。这样既实现了区域

环境的保护 ,又提升了产业级别 ,发展了区域经济。

由于有机食品要求的条件过于苛刻 ,难度大 ,可

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有机食品虽有较快发

展 ,其比重也会有所提高 ,但难以在安全农产品中占

据主导地位。绿色食品要求的条件比有机食品稍

宽 ,但比无公害农产品要求高 ,其在安全农产品中的

比重高于有机食品 ,但在有贫困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仍难以在整体农产品中占主导地位。无公害农产品

的要求条件较宽松 ,又是最低的基本要求 ,是安全农

产品开发的主导产品或大宗产品。鉴于此 ,安全农

产品的发展策略是 :不能盲目追求高精尖 ,一定要从

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确立绿色食品的开发重点 ;要

区别轻重缓急 ,突出重点 ,逐步突破是区域绿色食品

生产布局的基本原则。循序渐进 ,构筑好无公害农

产品与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层次布局。近期重点

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在生态环境适宜或对环境有特

殊要求的地区 ,积极开发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 ,从全

局上构筑 3 种农产品的合理层次布局 ;中远期开发

成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为主的区域 ,重点突破绿色

食品生产资料的开发、生产。

为实现曲周绿色产业发展规划的目标 ,必须根

据绿色农产品质量结构体系的预测 ,根据曲周县土

地资源和土壤环境条件 ,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规划。

实现区域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农产品质量的整体

提升 ,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4. 1 　农田质量适宜性评价

在对曲周县的农田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与评价

的基础上 ,按不同生态和环境质量条件 ,确定农田适

宜等级。包括有机食品 (1 级) 、绿色食品 (2 级) 、无

公害农产品 (3 级) 、暂不适宜无公害农产品 (4 级) 和

不适宜 (5 级)等 5 个等级。要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

势 ,根据不同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条件 ,布置绿

色食品生产。

4. 2 　合理布局和调整优质农产品种植结构

分析曲周县农产品种植结构 ,在最佳环境质量适

合区 ,稳定种植面积 ,布局绿色食品生产 ,形成规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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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量和质量优势 ,进行绿色食

品生产。为适应国内外高端市场的需求 ,发展一定规

模的有机食品 (绿色 AA 级) ,布局在肥力较高 ,环境

条件优良的土壤上 ;大范围的 1、2 级土壤建立绿色食

品生产基地 ;3 级及其 3 级以上的其他土地全面实行

无公害安全食品生产 ;对于略有污染或者肥力不高 ,

环境条件有待改善的土壤 ,布局棉花 ,速生林木等 ;对

于部分不适宜食品生产的土地 ,以生产不进入食物链

的林业和无公害生产基地的隔离带。

4. 3 　不同等级生产基地保护和建设

根据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控制的总目标、分目

标 ,现实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配置各种农业生态环

境工程建设措施。如扩大作物种植种类来调整结

构 ;通过合理轮作 ,提高农田养分循环和贮备能力 ,

增强土壤持续供肥能力 ;控制性使用农业化学物质

和综合防治措施 ,减轻病虫的危害。

1) 有机/ 绿色/ 无公害基地土壤培肥和保护 　

对于达到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标准的土壤 ,实行

严格的保护措施 ,不断地培肥地力 ,改善生产条件 ,

进行高产值的有机/ 绿色蔬菜等生产 ;实行河道整

治、绿化与园林化相结合的模式。

2) 控制和消除土壤和环境污染 　对于存在金

属污染的农田应建立生产隔离带。利用中低产田综

合治理中形成的易涝盐碱治理区“浅井深沟”农田工

程体系、非盐碱区的浅井浅沟体系 ,和配套的农田防

护林、道路和河道体系 ,形成隔离带 ,将乡村居民点、

乡镇企业与绿色食品产地、绿色食品产地与普通农

产品产地之间隔离开来 ,减少外源污染对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的影响。

3) 建立保护缓冲带 　充分利用生态学理论和

技术 ,落实各项保护措施 ,在绿色食品产地周围推行

保护缓冲带。通过建立在河沟沿岸的岸边缓冲带、

防护林带、田边缓冲带、农林复合耕作体系等 ,将绿

色食品产地与普通农产品产地、不同的绿色食品生

产类型之间隔离开来。缓冲带的设立既能为绿色食

品生产提供保护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质量 ,也能增强

农业用地景观的美学性。

4) 土壤肥力生态培育及其可持续利用技术 　

土壤肥力生态培育及其可持续利用技术 ,是解决绿

色食品产地基础地力和环境质量可持续的一项关键

技术。包括肥料使用技术 ,农业废弃物利用技术和

耕作管理技术等。绿色食品生产的主要肥源是有机

肥 ,它不仅营养全面 ,肥效持久 ,而且能改善土壤结

构 ,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在施用农家有机肥时

必须高温沤制 ,达到无害化卫生标准。有机肥以充

分腐熟的肥料为主 ,加堆肥、畜禽粪便、沼肥、绿肥、

作物秸秆、饼肥、腐植酸类肥、微生物肥、生物钾肥 ,

利用秸秆、粪便等农业有机废弃物和活化菌生产高

效有机生态肥 ,严格禁用城市有害垃圾。为弥补土

壤肥力的不足 , A 级绿色食品生产中允许使用化学

肥料 (AA 级绿色食品除外) 。但在肥料的种类和用

量上要加以控制并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施用 ,不能

因施用化学肥料而改变农作物的品质。

合理的倒茬轮作制度是绿色食品生产技术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理的轮作换茬、间种、套种等耕

作制度 ,在防止了病虫害、杂草的发生和生长 ,均衡

土壤肥力、减缓土壤衰老 ,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有机农业生产技术体系

中 ,设计的麦豆轮作、林豆间作耕作制度能够很好地

解决农田生产争地、耗地的现象 ,利用豆类作物来养

地、肥地 ,使生产有机食品有了技术保障。

5 　结 　语

通过对曲周县绿色产业战略选择、规划以及绿

色基地建立的研究 ,找到一条适合曲周农业2农村发

展的有效道路。同时 ,也为同类型地区的发展战略

提供了科学的借鉴。未来的的曲周 ,未来的黄淮海

平原必将成为我国绿色农业的发展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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