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德地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途径 

文/孙凤君 刘永平 

   改革开放以来，承德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两个去向，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奔赴城市，成为流动就业大军。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
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明显减弱； 同时“城市病”的出现，及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阻
碍，城市难以再大规模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外部就业环境和乡镇企业失势的压力，承德地
区在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上，开始拓宽农业就业空间，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探讨承德地区
拓宽农业就业空间，对于我国山区解决“三农”问题有借鉴作用。 
   一、挖掘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承德地区由浅山丘陵区、燕山深山区和坝上高原区三个地貌单元组成，地质构成和气候多样
性，宜于多种经营。 
   “九五”以来，形成了蔬菜、食用菌、马铃薯、玉米制种、中药材五大主导产业。蔬菜已成
为全国较大的“两淡”蔬菜生产基地，全市有100万亩，带动农户就业20多万户。仅围场坝上蔬菜
就带动5万多户。食用菌产业形成了以平泉、兴隆、承德县、宽城和围场五个生产县，有32个专业
乡，226个专业村，基地覆盖59个乡镇，598个村，5万农户，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
地。农业标准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承德森林资源在河北省居首位，林地面积 150.7万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到38.11 ％，被国家林业部确定为林业综合开发试验市。主要品种有京东板栗、杏仁、苹
果、山揸等干鲜果品，年产量31万吨，有野生植物1600余种，其中沙棘等野生珍品 100余种，野生
药材500多种，野生动物300多种。依靠资源优势，承德市启动了“一县一业一园”工程，为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方向和指导。 
   丰富的资源优势，为农村劳动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打开了新局面。截止2004年底，五
大特色主导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实现税金3．5亿元，带动农户37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
41％，如果按平均每家农户4人算，总计从事特色产业的农村劳动力达140多万，承德市农村劳动力
169.7万人。从事特色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人数的76%，如果除掉兼职的农民外，至少从
事特色产业的农村劳动力要占50%以上。因此拓展农业内部就业已成为承德地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
力就业的主要途径。 
   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优化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 
   承德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形式，一是公司+基地+农户，或公司+农户。目前市级以上龙头企
业发展到146家，其中国家级2家，省级18家，获自营进出口权的达25家。农业产业化经营总量突破
100亿元大关，实现销售额70亿元，带动农户41万户，户均增收2800元。二是发展农业化服务组
织。成立农业专业合作协会，形式是“协会+公司+基地联农户”。以平泉食用菌为例，成立了集食
用菌科研、生产、管理、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群众团体、重点科技型民营企业，下设3个科技
实体，2个试验、示范基地，现有科研与生产人员30人，固定资产300万元，年利税达5万元，形成
一整套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体系。2006年，该研究会发展食用菌生产基地5个，食用菌生产户
达5100户。 
   农业产业化以特色产业为基地，连接市场与农户，保证农户增收的稳定性。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和壮大，形成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一条龙服务，是农民走向市场，成为产业工人，实现非
农化的重要途径。 农业产业化可以促使承德地区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目前乡镇企业与农产品
加工关联度很小。国际经验是发达国家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远远多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
力，中国却正好相反。这表明在乡镇企业中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有
巨大的潜力。 
   三 利用旅游资源优势，发展观光农业，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 
   承德市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闻名中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被列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承德
市被国务院确认为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被国家评为全国十大风景名胜、全国44个重点
风景区、全国旅游胜地40佳之一。近年来，承德市正发展成为中国环渤海地区的主要国际旅游城
市。承德山场广阔，全市尚有宜林荒山近千万亩、荒漠化土地1130万亩，仅城区周围就有10多万亩
宜林荒山急需绿化，有些农户利用承包荒山或原有的集体经济果园发展集生态、采摘、观光一体的
观光农业。目前已有30多个采摘园。观光农业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是一项朝阳产业。 
   四 走城乡互动的绿色就业新路子。 
   以国家生态建设为契机，培育林草等优势产业。一是围绕城市郊区绿化，引导下岗职工上山

 



植树，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二是开发绿色资源，政府鼓励城市下岗职工到农村承包荒山，带
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三是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实施。人工和飞播造林、种草，退耕还林，加快
林果基地建设取得成效。四是农村生态建设项目实施。包括水资源持续利用、治理水土流失等农业
综合开发。近几年绿色就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9.9万人。绿色就业促进了新型劳动力转移，为新
农村的建设，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开辟了新途径（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2006年度邓
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立项资助课题《承德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初步研究》。作者单
位：孙凤君/承德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刘永平/承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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