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科技 5

振 兴探索
ZHENXINGTANSUO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全党全
社会的重要使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建设
时期，如何通过调整农业产业化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达到增产、增效，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统一发展、有机健
康发展是我们一直致力研究的课题。

一、农业产业化生产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不断地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是结构调

整的走向以及主要目标还不够突显，品种种类和生产的方式方法
还没有大的变化，农产品质量和经济收益提高幅度小。在调整过
程中传统产业规模大，对高产高效特色的农产品引进扶持力度较
低，形成不了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具有优势的产业生产达不到
规模，本区域所拥有的有力资源得不到转化，产业化生产速度
慢，没有坚实的农民增收根基。

用于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保障生产的物质条件较差，社会
化服务链条建设未形成体系。农业生产区内的道路、电力、灌溉
等基础设施以及市场行情和生产技术指导等达不到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的需求。生产区内的道路不畅、用水用电没有保障、对农产
品的行情评估分析、预测预报和销售渠道等通报少，使农户信息
不灵通，不能准确地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产业农业结构。

缺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引进培育新品种以及质优
取胜的干劲和冲劲，造成新技术新产品引进、推广受阻。盲目地
追求农业结构调整的短期经济效益，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得
不到改善和提高，没有意识到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没有给农业长期的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条件，单纯地追求眼前的
利益，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没有连续性。

二、进行农业产业化生产结构调整的原因
（一）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供需形势有了不同的改

变，由过去的整个农产品市场是卖方市场，转变为绝大部分农产
品供大于求。人们的消费理念有了很大的改变，由最初的解决温
饱问题转变成达到小康水平，更注重的是产品的优质性和多样
性。在市场需求变化的驱动下，急需农业生产由以往的数量至上
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

（二）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选择
建设新农村是新时代、新阶段发展的要求。建设生产有序

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宽裕、乡风质朴文明、村容村貌整洁、管理
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国家才能如期步入全面小康社
会，实现全面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农业产业化生产结构进行
区域化、合理性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农
业产业效益，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
驾护航。

（三）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的根本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提升，更加追求高

品质的产品，从而增加了农业生产过程的压力以及对市场的冲击
力，低层次产品和分散经营生产小户很快被淘汰，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势在必行，通过区域化发展、资源优化配置，规模化生产达
到优质高品，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农业产业化生产结构调整的对策
（一）发展竞争力强的优质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
发掘优势资源，形成区域特色。在农业产业化生产结构调整

中务必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结合我区实际情况，以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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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型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龙头，培植本地的特色
产品和优势产业，打造竞争力强的高效、质优生态农业和特色农
业，改变独家小户分散经营的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大户承包、
市场化运作等方式，借助“集发”特色农业、绿色农业的品牌，
全力推进标准化、集约化多样化生产经营，进一步加大本区域产
业在市场上的影响。

（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农业技术服务
提升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将资金和政策重点支持土地条

件好但水电配套设施不完善的产业和地方，整合水务、电网等职
能部门资源，提升设施农业的综合配套水平。有效统合农技培训
资源，加强农业质优品种、高效技术的引进、试种栽植及推广工
作，推进农业产业生产和农产品提档升级；通过资讯、新闻等渠
道及时了解国际、国内农业市场需求信息，准确地向广大群众提
供政策、法律、科学技术、种植销售、行情等动态信息，保驾护
航农民的农业栽培生产、营销。

（三）强化对农民的培训，切实转变群众观念
转变观念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提，结合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总体目标，通过培训及外出观摩学习，带领农户学习市
场经济思想和科学合理种植技术，让大家充分认识市场风险性，
意识到市场竞争性，提高对市场风险性和竞争性的抵御能力和应
对能力。同时提高群众的思想素质，改变“小富则满、小富则
安”的小农意识和懒惰思想。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经营才能，最
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四）建立长远目标，发展关联产业
北戴河是旅游城市，季节性、区域性较强，通过开阔视野，

建立长远发展目标，提高产业的关联度，利用农村空间、农村人
文资源，将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统一起来，将文化和旅游元素巧
妙融入美丽乡村创建中，走高产、优质、高效和低污染的生态新
路子，实现区域从农业、旅游业、餐饮和住宿业的协同健康发
展，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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