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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凌源市保护地蔬菜、花卉生产的发展与壮大  

凌源市是辽宁省最西部的一个县级市，地处辽、冀、蒙三省（区）交界地带，分别与我省的
建平县、喀左县、建昌县，河北省的宽城县、青龙县、平泉县，内蒙古的宁城县接壤。凌源属辽
西丘陵山区，总体上呈“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特征。全市土地总面积3278平方公里，辖23
个乡（镇），总人口64万人，其中城市人口14万人，农村人口50万人，人均耕地不足1.4亩。凌
源交通便利，沈承、魏塔两条铁路从境内通过，国道101线和306线贯穿全境，市乡公路发达，
物流渠道相对畅通。凌源处于暖温带向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的过渡地带，光照充足、热量丰
富，但干旱降雨少，土壤瘠薄，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恶劣的生态环境和频繁发生的旱灾，
不仅严重制约着全市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农民的贫困。
2000年，凌源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668元，被辽宁省确定为辽西北10个贫困县（市）之
一。  

多年来，凌源市委、市政府一直把发展庭院经济，搞好保护地蔬菜、花卉生产，作为促进农
业和农村经济增长，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目标的重要举措。由于凌源日照长、积温高，冬季雨雪天
少，10—4月日照时数占全年日照时数的53.9%，具备发展保护地温室大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同时，凌源距京、津、唐等大中城市较近，地理位置相对优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
的极力倡导，并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凌源市的保护地温室大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现
已发展到12.5万亩，形成了以保护地蔬菜为主体、保护地花卉初具规模的保护地生产格局。  

凌源市的保护地蔬菜总面积现已超过11万亩,以黄瓜为主的反季蔬菜年产量达到44.5万吨。
经过多年发展，凌源的保护地蔬菜生产趋于规模化、专业化，全市出现多个户均一个棚的重点蔬
菜组、蔬菜村，其生产的反季蔬菜也逐步形成了黄瓜这一拳头产品。1999年凌源市3万亩保护地
被辽宁省农业厅批准为无公害黄瓜生产基地，2001年凌源市又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第一批全国创
建无公害农产品（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县（全国百县之一）。凌源市现已成为我国第一批具有无
公害蔬菜生产资格的标准化生产地，并成为全国最大的无公害黄瓜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凌源市
蔬菜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全市相继建成了八里堡、四官营子两大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并培育了近
2000人的蔬菜经纪人队伍。凌源市八里堡蔬菜批发市场是农业部定点批发市场，其年交易以黄瓜
为主的反季蔬菜13.5万吨，交易额达2.2亿元。以蔬菜批发市场为依托、以蔬菜经纪人队伍为核
心，凌源市注册的“凌馨”牌无公害黄瓜远销东北、华北3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到俄罗斯。可
以说，凌源市不仅成为全国重要的保护地蔬菜生产基地，同时也成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保护地蔬
菜销售的集散地。  

随着保护地生产的深入发展，凌源市保护地花卉种植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目前，全市保护地
花卉总面积达到6500亩，涉及11个乡镇，3500多户农民，年产以剑兰、百合为主的10多个系
列、30多个品种的各类鲜切花1.5亿枝。凌源的花卉产品远销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上
海、福建、广州、深圳等30多个大中城市，年销售收入达1亿多元。凌源的花卉经纪人队伍有
500多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0多个销售网点。2002年，凌源市在凌北镇境内306国道旁建立了
辽西乃至东北地区第一家产地花卉交易市场，该市场目前日成交额超过40万元。凌源市的保护地
花卉生产初步具备了规模优势和国内市场优势，其鲜切花产销量仅次于云南居全国第二位，在我



国花卉界已享有“南有云南，北有凌源”之美誉。  

2002年，凌源市的保护地蔬菜、花卉总产值达到3.67亿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69.2%，由
此增加的农民人均收入为734元，占农民人均收入总额的46%。可以说凌源市的保护地蔬菜、花
卉生产已成为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二、几点启示与思考  

凌源市保护地蔬菜、花卉生产的实践，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庭院经济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
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凌源市保护地蔬菜、花卉生产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支柱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小庭
院完全可以成就大经济。庭院经济虽是以分散到各户的小规模生产为基础，但认为发展庭院经
济是小打小闹，没有多大经济价值是完全错误的。凌源市保护地蔬菜、花卉生产成为富民、富
乡、富市支柱产业的实践说明，只要各级政府对庭院经济发展给以足够重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
措施，分散到各户的小庭院完全可以实现生产的规模化，并成就大经济。面对入世后我国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以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来谋划庭院经济发展，既是大势所趋，也是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目标的迫切需要。  

第二，从较大区域范围看，庭院经济发展应努力寻求其特异性，立足于区域内的特点和
优势，实现庭院经济与特色优势产业的有机结合。凌源市具备光热资源丰富、适宜发展保护
地温室大棚生产这一优势。以此为立足点，凌源市政府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从资金、技术、
销售、物流等多方面为分散在千家万户的保护地蔬菜、花卉生产提供了及时、到位、有效、优质
的服务，逐步实现了庭院经济的规模化，并以庭院经济发展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优势产业。
可以说，有了特色，庭院经济发展才有前途，形成了具备独特优势和特色的庭院经济，也就为区
域特色优势产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能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注入强有力的推进
剂。  

第三，从较小的区域范围看，庭院经济发展应努力寻求其趋同性，使分散在千家万户的
庭院经济的小生产，转化为成规模、高效专业化的大生产。凌源市以黄瓜为主的保护地蔬菜
生产，以百合、剑兰为主的保护地花卉生产，不仅实现了分散于千家万户小生产的规模化、专业
化，同时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进而提高了农民的收
益。特定区域内庭院经济发展的趋同性，不仅可以形成规模优势和市场优势，同时也能造就一批
专业大户，并为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开创新的民营经济增长点。凌源市目前已涌现出一大批保护地
蔬菜、花卉生产大户和销售能手，凌北镇房申村种花大户陈玉强一家经营了7个保护地温室，同
时还建设恒温库240平方米，实行鲜花保鲜、种球贮藏、销售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业务，年纯收入
达12万元。凌源市的花卉生产还有效带动了当地餐饮、运输、贮存、经销等相关产业发展，并带
动兴建民营科技企业四家，年创产值800万元，利税达到200万元。  

第四、市场牵动是庭院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搞好市场流通，强化产地交易和
批发市场建设，形成畅通的产、供、销渠道，对于实现庭院经济产品的经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凌源市八里堡和四官营子两大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对凌源保护地蔬菜生产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强有
力的牵动作用。凌源市花卉交易市场的建成和成功运作也有效拉动了凌源及周边地区保护地花卉
生产的发展。搞好市场流通，形成四海客商云集凌源的局面，是凌源保护地蔬菜、花卉生产得以
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支柱的关键。入世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日趋加快，明确市场和流通体
系建设在发展庭院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第五、搞好科技普及与开发，是保持庭院经济发展活力的基础。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



原动力。庭院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撑，只有搞好科技的普及与开发，才能保持庭院
经济的发展活力。凌源市保护地蔬菜、花卉生产的快速、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良好的
科技普及与开发机制。凌源每年举办技术骨干培训班十余次，乡镇普及班300多期，培训20000
多人次，现已形成市有蔬菜专家、乡有技术骨干、村有技术员、每棚都有明白人的喜人局面。另
外，凌源还与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挂钩，引进新品种100多个、新技术40多项。凌源市聘请沈阳
农业大学的4名教授组织成立了花卉研究所，开展了20多个新品种花卉的组培繁育、箱植技术、
专用鲜切花花肥等方面的专门研究。同时，凌源市在十余年的生产实践中，广大农民和有关技术
人员积累并总结出大量的实用技术。凌源人一个种球生产“数茬花”的创举，令来凌源考察的荷
兰花卉专家难以置信。这项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全市保护地花卉生产的竞争能力。    

注：本文已发表于《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全国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学术讨论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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