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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影响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因素进行

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个人禀赋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认知特征和农户外部特征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均有

重要影响#户主性别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女性户主$男性户主的木耳生产规模更大%

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木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均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数

量越多$木耳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农户木耳生产规模也越大%农户对品种满意程度越高$则木耳生产规模越

大$相反$农户对风险越是敏感$生产规模越小%相对吉林省$黑龙江省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更大#根据实证分析结

果提出了逐步提高市场透明度'实行科技示范或培训'加大协会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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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林业发展中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

确权勘界-任务的基本完成!以木耳生产为代表的林

下经济日渐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农户是木

耳生产的重要主体!其生产规模是木耳产业发展的

关键!因此!考察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影响因素!对

发展木耳产业和实现林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现有围绕农户生产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
$

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户生产意愿的研究(张忠

明等*

#

+利用因果分析法和
c*.62,)T2-.W)

4

2:625

方

法!论证了区域发展水平)农业经营者年龄)农业比

较收益)就业和收入来源等是影响农民土地规模经

营意愿的原因(陈雨生等*

!

+以北京市郊区农户为

例!对农户有机蔬菜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

证分析!发现企业是否进入蔬菜产业)商贩收购偏好

和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影响了农户的有机蔬菜生产

积极性(苏宝财*

$

+研究表明!户主年龄)家庭茶叶面

积)茶叶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以及茶产业整体收

益率显著影响茶农茶叶的种植意愿(二是关于农户

生产投资的研究(生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

产规模!有学者认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到家

庭收入)非农就业程度)土地规模)生产资料和农产

品价格)公共投资设施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D

+

(三是

关于农户种植规模的研究(主要有吕美晔等*

&

+关于

菜农资源禀赋对其种植方式和种植规模选择行为影

响的研究!认为菜农信息可获性)销售方式和种植方

式对菜农种植规模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卢宪英等*

H

+

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玉米

种植规模的因素进行的定量分析(其他类似的文献

则相对较少(

综上!学术界关于农户生产规模的研究主要侧

重于对生产意愿的考察!较少以实际生产规模为研

究对象!而且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研究均着眼于种

植业!较少关注林下经济的发展(而在现有的诸多

林下经济模式中!林菌发展模式的生态效益更为显

著!且增值最大*

F

+

(作为一类重要的林下经济产品!

木耳生产规模的大小关乎林菌发展模式的整体效

益!但还存在一定的规模效率损失*

%

+

(有鉴于此!本

研究利用黑龙江和吉林二省的实际调查数据!运用

多元有序
W)

4

2:625

模型对影响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

因素进行计量分析!以期获得对木耳产业及林下产

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研究结论(

!

!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

!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对

菇农所做的调查(具体抽样方式为$从
!""G

年开

始!按食用菌
F

大种植片区!分别对湖北)山东)黑龙

江)河北)浙江等
#H

个主产省菇农的食用菌生产状

况进行抽样调查!同时确定农户固定观察点&此后每

年仍由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组

织调研小组对固定观察点农户进行入户调查!或由

当地食用菌综合试验站协助获得观察点农户的反馈

信息!以取得连续的观察数据(木耳"本文指黑木

耳#属大宗食用菌产品!常年产量仅次于香菇和平

菇(黑龙江和吉林二省则是我国木耳主要产区!

!"##

年其木耳产量达
!&%

万
6

!占全国木耳总产量

的
FD?HFO

!因此!本研究选取这
!

个省份的
!&&

户

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在具体分析中!根据研究目的!整理筛选出有

效农户数据
!!H

份!问卷有效率为
%%?H$O

(其中!

黑龙江省
##G

户!吉林省
#"F

户!分别占研究区域样

本总量的
&!?FO

和
DF?$O

(

!"#

!

样本基本特征

有效样本农户的基本统计特征"表
#

#显示$户主

的平均年龄为
D!?&#

岁!以中年为主!其中
D"

岁以上

的受访菇农较多!占
H%?HO

!

$"

岁以下的受访菇农则

很少!仅占
H?HO

&男性户主多于女性户主!但可以看

出!女性户主几近
D"O

!比较符合当前部分妇女留守

农村承担农业生产的事实&户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主要集中在小学至初中学历层次!占样本总数的

FDd%O

&家庭常年劳动力数量平均为
!?$D

个!以拥有

!

个劳动力的家庭居多&木耳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

来源!

FF?&O

的农户木耳收入达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

上!仅
$?GO

的农户木耳收入不到家庭收入的
$"O

&

将近一半的农户家庭加入了食用菌协会(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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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样本农户户主及其家庭基本情况

J->.9#

!

R-:25:26*-62),:)/:-T

<

.9@1)*:91).@:-,@19-@1)*:91).@:

类型

J

;<

9

选项

B

<

62),

户数

Y)*:91).@

比例%
O

M+)

<

)+62),

类型

J

;<

9

选项

B

<

62),

户数

Y)*:91).@

比例%
O

M+)

<

)+62),

文化程度

S@*5-62),-.

.989.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

##%

&F

!!?H

&!?!

!&?!

家庭劳动力

\-T2.

;

.->)+

'

!

人

$

!

D

人

(

D

人

#F"

&!

D

F&?!

!$?"

#?%

年龄
%

$"

岁
#& H?H

收入比重*

%

$"O G $?G

3

4

9

&

$"

!

D"

岁
&H !D?% C,5)T9

&

$"O

!

&"O D! #%?H

&

D"

!

&"

岁
#!! &D?"

<

+)

<

)+62),

&

&"O

!

F"O FG $&?"

&

&"

岁
$$ #D?H

&

F"O GH D!?&

性别

I9,@9+

男

女

#$H

G"

H"?!

$G?%

是否加入协会

()2,619

-::)52-62),)+,)6

是

否

##"

##H

D%?F

&#?$

专业技能

M+)/9::2),-.

:X2..:

是

否

D%

#F%

!#?!

F%?%

地区

K9

4

2),

黑龙江

吉林

##G

#"F

&!?F

DF?$

!!

注$

*

!"#"

年木耳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L)69

$

*

J19

<

+)

<

)+62),)/$20)(21/0)//20)(21/

<

+)@*562),2,5)T92,6)6-.2,5)T9?

#

!

研究假说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假说

以往相关研究中!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

已有较多挖掘!大体包括农户基本特征)生产经营特

征)收益成本和风险特征)农户所处的外部环境特

征)政策因素等*

D

!

H

!

G'##

+

(本研究根据调查区域的实

际状况!将潜在影响因素归纳为
D

个方面!基本理论

假设如下$

#

#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受农户个人禀赋因素显著

影响(选取户主的年龄)性别)户主文化程度)户主

是否具有专业技能这
D

个变量作为农户的个人禀赋

因素(

*

年龄(木耳生产包括多道工序!如点种和

出耳管理等!对劳动精力要求较高!而户主年龄越

大!其精力和规模经营意愿相对降低!木耳生产规模

可能越小(

0

性别(一般而言!男女性别的生理特

征差异会引起劳动能力和观念的差别!女性劳动能

力弱于男性!观念也更为保守!生产规模可能会较

小(

3

文化程度(一般认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

户主!其市场信息获取能力和非农就业能力相对较

强!因此其经营活动可能并不局限于木耳生产!生产

规模也就越小(

5

户主是否具有专业技能(拥有专

业技能的户主!可能会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所精

通的行业!木耳生产规模也会更小(

!

#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受农户家庭特征因素显著

影响(将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木耳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比重和是否加入协会这
$

个变量作为农户家庭

特征因素(

*

家庭劳动力数量(一般地!家庭务农

劳动力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

本研究预期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对木耳生产规模的

影响为正(

0

木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农户木

耳生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木耳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比重(一般来说!比重较大的农户!家庭总收入

更多的依赖于木耳收益!因此!农户从事木耳生产的

积极性会更高!生产规模也越大(

3

是否加入协会(

农户从事木耳生产需要较多的技术!调查显示!协会

是交流和推广技术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加入协会的

农户!可能会通过协会获得更多的技术)市场等方面

信息!也可能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其木耳生产规模

也会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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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受农户认知特征因素显著

影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农户的态度和感知对农

户的行为有较大影响*

#!

+

(选取农户对风险敏感程

度)对品种满意程度和对省内木耳市场行情了解程

度这
$

个变量作为农户认知特征因素(

*

农户对风

险的敏感程度(一般认为!农户对风险的敏感程度

会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其风险敏感度越高!则会倾

向于保守生产!生产规模相对会更小(

0

农户对品

种满意程度(调查显示!木耳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木耳品种的优劣(不同的品种会引起品

质和产量的差异!继而对农户的木耳种植收益产生

影响(一般而言!农户对木耳品种满意程度越高!生

产规模也会越大(

3

对省内木耳市场行情了解程

度(相较一般大宗农作物!木耳的价格波动更大!而

市场行情直接反映出供需变化中的价格走向!农户

对省内木耳市场行情的了解程度越高!可能会有更

好的售卖价格!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也越强!其生产

规模也会越大(

D

#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受农户外部特征因素显著

影响(选取农户家到市场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作为

农户外部特征因素(

*

农户家到市场时间(这是衡

量农户和市场之间距离的指标!农户家到市场时间

越长!即与市场相距越远!与木耳生产和销售相关的

运送成本越高!因此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可能越小(

0

地区虚拟变量反映了地区间的差异!木耳生产对

地域的依赖较大!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别!在全省

木耳量值规模更大的黑龙江省"

!"##

年!黑龙江省

木耳产量为
#F!

万
6

!吉林省木耳产量则是
%H

万

6

#!农户可能会受产业整体发展优势的影响!生产规

模可能越大(

#"#

!

研究方法

#?#?!

!

计量模型的选择

本研究以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为因变量!研究

一组自变量如何影响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表面

上!木耳生产规模属连续变量!但实际调查发现!农

户的生产规模为较大的整数变量!每户生产规模普

遍为
$

万
!

D

万袋&农户一般认为
!

万袋以下为小

规模!

D

万袋以上为较大规模(同时统计特征"表
!

#

也显示!

DHO

的农户生产规模为
!

万
!

D

万袋!平均

每户生产约为
$?D

万袋!其中年生产
$

万袋的农户

有
!#

户!年生产
$?&

万袋的农户有
##

户!在平均水

平处较为集中&生产规模的最大值为
#!

万袋!最小

值仅为
"?$

万袋!极值间差异较大(可见!农户的木

耳生产规模更加符合离散变量的特征!因此!为更好

的估计总体实际情况!将因变量划分为
$

个区间!并

定义
5

l#

代表,

%

!

万袋-规模!

5

l!

代表,

!

万
!

D

万袋-规模!

5

l$

代表,

(

D

万袋-规模(

表
#

!

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划分

J->.9!

!

A282:2),)/1)*:91).@:n$20)(21/0)//20)(21/

<

+)@*562),:5-.9

变 量

[-+2->.9

生产规模%万袋
M+)@*562),:5-.9

%

! !

!

D

(

D

户数
Y)*:91).@ &H #"D HH

比例%
O M+)

<

)+62), !D?% DH?" !G?!

按照表
!

的划分!因变量成为离散变量!且是有

序分类变量(本研究选择建立多元有序
W)

4

2:625

回

归模型(该模型的原理是以
;l

"

O

#

!

O

!

!6!

O

7

#为

自变量向量!其中
7

为变量个数&

5

为多分类有序

因变量!

M

为其水平数"本研究中
Ml$

#(

5

取
U

水

平的概率为
(

U

l>

"

5

l

U

5

;

#!

U

l#

!

!

!6!

M

!取
6)

为

(

)

的估计值(建立的多元有序
W)

4

2:625

回归模

型*

#$'#D

+为$

6#

R

9=

<

*

/

#

V

)

7

)

R

#

.

)

O

)

+%

3

#

V

9=

<

*

/

#

V

)

7

)

R

#

.

)

O

)

+4 "

#

#

6

U

R

9=

<

*

/

U

V

)

7

)

R

#

.

)

O

)

+

#

V

9=

<

*

/

U

V

)

7

)

R

#

.

)

O

)

+

T

9=

<

*

/

U

T

#

V

)

7

)

R

#

.

)

O

)

+

#

V

9=

<

*

/

U

T

#

V

)

7

)

R

#

.

)

O

)

+

U

R

!

!

$

!6!"

M

T

#

# "

!

#

6M

R

#

T

9=

<

*

/

M

T

#

V

)

7

)

R

#

.

)

O

)

+%

3

#

V

9=

<

*

/

M

T

#

V

)

7

)

R

#

.

)

O

)

+4 "

$

#

式中$

/

)

为模型截距的估计值!即模型的常数项&

.

#

!

.

!

!6!

.

7

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

#?#?#

!

变量选择

根据
!?#

的研究假说!本研究涉及的各变量的

含义)赋值及预期影响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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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变量含义与预期影响

J->.9$

!

J198-+2->.9:-,@6199=

<

9569@@2+9562),

变量类型

[-+2->.96

;<

9

变量名称

[-+2->.9,-T9

含义及赋值

c9-,2,

4

-,@8-.*-62),

平均值

c9-,

标准差

N6-,@-+@

@982-62),

预期方向

S=

<

9569@

@2+9562),

因变量

A9

<

9,@9,68-+2->.9

农户木耳种植规模
%

!

万袋
l#

!

!

万
!

D

万袋
l

!

!

(

D

万袋
l$

!?"D "?F$&

无

农户个人禀赋

Y)*:91).@9+:

2,@282@*-.

9,@)aT9,6:

户主年龄 连续变量
D!?&# F?%&& j

户主性别 男
l#

!女
l" "?H" "?DG# f

户主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l#

!初中
l!

!

高中及以上
l$

!?"$ "?H%H j

户主是否具有专业技能 是
l#

!否
l" "?!# "?D#" j

农户家庭特征 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 连续变量
!?$D "?F#$ f

\-T2.

;

/9-6*+9: 木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连续变量
HD?#& #%?$DF f

是否加入协会 是
l#

!否
l" "?DG "?&"# f

农户认知特征 农户对风险敏感程度 较高
l#

!一般
l!

!较低
l$ #?F$ "?H## j

0)

4

,26289/9-6*+9: 对种植品种满意程度 比较满意
l#

!一般
l!

!

不太满意
l$

#?%" "?&H% j

对省内木耳市场行情了解程度 了解
l#

!了解一点
l!

!

不了解
l$

!?"% "?%$D f

农户外部特征

S=69+,-./9-6*+9:

农户家到市场的时间
%

#1l#

!

#

!

!1l!

!

(

!1l$

#?H& "?FD" j

地区虚拟变量 黑龙江
l#

!吉林
l" "?&$ "?&"" f

$

!

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影响因素

运用
NMNN#F?"

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

理!结果见表
D

(可以看出!模型的
/

! 统计值为

#D#?$FH

!且模型
>

%

"?"#

!说明自变量提供的信息

对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此

外!

L-

4

9.X9+X9B

! 值为
"?&!%

!也显示自变量和因

变量有中度的关系存在!模型整体估计效果较好(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因

素分析如下$

#

#在农户个人禀赋特征中!户主性别对农户木耳

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女性户主!男

性户主的木耳生产规模更大!这与
!?#

中的假说相符

合(有研究表明!农村妇女由于儿女拖累)体能弱小)

技术水平低等诸多限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

+

(

同时统计结果也显示!生产规模,

(

D

万袋-的农户

中!男性户主的比例高达
F!?$O

(户主年龄对农户

木耳生产规模影响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样本农户

中
F%?%O

的户主为中青年!,

&

&"

岁-的户主只有

#D?HO

!因此个人精力的差异并不大(户主文化程

度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样

本中
FD?%O

的农户为小学至初中学历层次!教育程

度普遍偏低(是否具备专业技能对农户木耳生产规

模影响不显著!统计特征也显示!具备专业技能的农

户平均生产规模为
$?D"

万袋!不具有专业技能的农

户平均生产规模为
$?DH

万袋!二者相差并不大(

!

#在农户家庭特征中!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

木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均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
!?#

中的假说预期相一致!即

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木耳种植规模也越

大&木耳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农户木耳生产规

模也越大(由统计特征也可看出!生产规模,

(

D

万

袋-的农户!其家庭劳动力数量为
!?&%

人!木耳占家

庭收入比重为
F%O

!而生产规模,

%

!

万袋-的农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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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蒋磊等$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影响因素分析000基于黑龙江和吉林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相应的数字分别降为
!?"F

和
&$O

!差异比较明显(

是否加入协会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影响并不显

著!可能是因为目前协会的总体运行机制并不完善!

还不能给予农户实质的帮助(在调查中也发现!虽

然将近一半的农户已加入协会!但大部分农户认为

,协会没有多大作用-(

$

#在农户认知特征中!农户对风险敏感程度和

对品种满意程度这
!

个变量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有

显著的影响(农户对风险敏感程度对木耳生产规模

的影响为负!即农户对风险越是敏感!生产规模越

小(农户对品种的满意程度对木耳生产规模的影响

为正!与
!?#

中的假说一致(农户对市场行情的了

解程度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

的原因是!农对市场行情的了解程度普遍偏低!所以

差异并不明显(统计结果也显示!

FD?FO

的农户表

示对市场,了解一点-或,不了解-(

D

#在农户外部特征中!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户

的木耳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影响!即相对于吉林

省!黑龙江省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更大(统计结

果也表明!黑龙江省平均每户的木耳生产规模为

D?"G

万袋!而吉林省平均每户的木耳生产规模为

!?F!

万袋!其差距比较明显(农户家到市场的时

间对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目前村村通公路基本到村到户!大

部分地区交通便利!农户接触市场程度和运输成

本等差异不大(

表
)

!

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

J->.9D

!

S:62T-69:-,@69:6:)/T)@9.

<

-+-T969+:

变 量

[-+2->.9

参数估计值

S:62T-62),

标准误

N6-,@-+@9++)+

G

显著性

N2

4

,2/25-,59

户主年龄
3

4

9 j"?"## "?"!# "?!GG "?&%D

户主性别
I9,@9+

"?%H$

##

"?$D# H?$G! "?"##

户主文化程度
S@*5-62),-..989. j"?!%% "?!D" #?D$% "?!$"

是否具有专业技能
V261

<

+)/9::2),-.:X2..:)+,)6 j"?"&! "?$G# "?"#% "?%G$

家庭劳动力数量
L*T>9+)//-T2.

;

.->)+:

"?HH&

##

"?!H& H?!G! "?"#!

木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J19

<

+)

<

)+62),)/3*+25*.-+2--*+25*.-

<

+)@*562),2,5)T92,

6)6-.2,5)T9

"?"F&

###

"?"#" &D?D#% "?"""

是否加入协会
()2,619-::)52-62),)+,)6 "?$#H "?$"& #?"H% "?$"#

对风险敏感程度
A9

4

+99)/:9,:262896)619+2:X

#?"&F

###

"?!F! #&?#!& "?"""

对品种满意程度
A9

4

+99)/:-62:/-562),6)8-+29629:

<

.-,69@

j"?%%D

###

"?!%" G?G$G "?""!

对市场行情的了解程度

A9

4

+99)/*,@9+:6-,@2,

4

6)3*+25*.-+2--*+25*.-T-+X96

j"?#"# "?!"$ "?!DG "?H#F

家到市场的时间
J2T9)/1)T96)T-+X96 "?"$! "?!"H "?"!& "?%FH

地区虚拟变量
K9

4

2),

#?&D%

###

"?$$G !"?%%! "?"""

模型
/

! 检验
012':

^

*-+969:6 #D#?$FH

"

6

l"?"""

#

L-

4

9.X9+X9B

!

"?&!%

!!

注$

#

)

##

和
###

分别表示在
#"O

)

&O

和
#O

水平上统计显著(

L)69

$

#

!

##

!

###

+9

<

+9:9,6619:2

4

,2/25-,592,619.989.)/#"O

!

&O

!

#O?

!!

另外!各个自变量对模型的影响程度可以从参

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来体现!绝对值越大!说明该

变量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影响程度越大(从表
D

可以看出!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显著影响因素!按其

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地区虚拟变量)对风险敏

感程度)对品种满意程度)户主性别)家庭劳动力数

量和木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上述研究结果说

明!地区产业发展的差异是影响农户木耳生产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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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其他因素对农户木耳生产

规模也有一定的影响(

)

!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利用黑龙江和吉林
!

省农户的实际调查

数据!运用多元有序
W)

4

2:625

模型对影响农户木耳

生产规模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

个人禀赋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认知特征和农户

外部特征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均有重要影响(在各

影响因素中!户主的性别)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木

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农户对风险敏感程度)对

品种满意程度和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

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户主性别对农户木耳生

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女性户主!男性

户主的木耳生产规模更大&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

木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均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木耳

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农户木耳生产规模也越

大&农户对品种满意程度越高!则木耳生产规模越

大!相反!农户对风险越是敏感!生产规模越小&相较

于吉林省!黑龙江省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更大(

从这些影响因素可以看出!发展木耳产业和林

下经济!实现农户层面林下经济产品生产的规模经

济!需要农户和政府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就宏

观层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根据各地区林下经

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规模生产

的规划!促进产业的整体发展&逐步提高市场透明

度!保证农户在物资购买上的质量!保护农户在产品

销售上的权益!提高生产大户的抗风险能力和林下

经济产业的增收效果&通过科技示范或培训!提高户

主特别是女性户主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素质!增强其

林下经济产品生产能力&加大对协会发展的扶持力

度!积极引导协会步入规范化发展轨道!促使协会为

农户提供更多的实质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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