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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它不仅关系农村的发展、稳

定，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近年来，东平县委县

政府积极适应农村新形势的需要，紧紧把握增加农民收入这一着眼点，咬定调整不放

松，立足优势抓调整，始终把调整结构、发展特色农业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主

线，不断强化措施，狠抓工作落实，有效地促进了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

长。通过实践证明，发展特色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比较优势是前提，只有找准当地的比较优势，扬长

避短，才能在发展中形成特色  

自然条件、地域特点、生产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各地农业发展方向

必然不同。这就要求各地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挥资

源、市场、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科学取舍农产品发展方向，逐步

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我特”。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营造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得最大的经济效

益。东平县山丘、平原、湖洼三分天下，资源多样化，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劳动力资源

丰富。山丘宜林宜牧，南部平原区生产条件优越，适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西部湖

洼区水源充沛，特别是境内的东平湖水面面积25万亩，且水质肥沃，发展水产生产得天

独厚。近年来，东平县委、县政府在认真分析和把握县情的基础上，按照因地制宜、发

挥优势、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和“单项成规模、整体成系列、强项上档次、优势变特

色”的思路，确定了“南菜北果、西渔共收”的结构调整总体框架。种植业规划建设了

八大生产基地，即:30万亩优质小麦基地10万亩优质花生基地，10万亩大蒜基地，50万

亩瓜菜基地，5万亩桑蚕基地，5000亩出口毛芋头基地。林果业规划了四大经济林基

地，即:10万亩优质核桃基地，10万亩优质苹果基地，10万亩石榴基地和1万亩冬枣、

冬桃等珍稀果品基地。畜牧业规划了四大畜禽基地，即100万只小尾寒羊基地，20万头



鲁西黄牛基地110万只特种动物养殖基地和100万只东平湖麻鸭基地。水产业规划了三

大特种养殖基地，即2万亩河蟹养殖基地，1万亩乌鲤养殖基地和5000亩大青虾、南美

白对虾养殖基地。由于规划是在找准优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比较论证制定的，符合实

际，积极可行，为卓有成效地开展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目前，接山乡的西瓜、东平镇

的洋香瓜、大羊乡的核桃、斑鸠店镇的大蒜、彭集镇的花生、州城镇和沙河站镇的桑

蚕、梯门乡和戴庙乡的小尾寒羊、旧县乡的甘薯淀粉、新湖乡和商老庄乡的水产、老湖

镇的特种动物养殖等，都己具备一定规模，形成了各自的产业和产品特色。  

二、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结构调整是基础，只有坚持不懈地抓调整，才能调

出特色  

特色农业不是自然形成的，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来培育和发展，只有坚持不懈地抓调

整，才能充分挖掘发展潜力，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近年来，东平县围绕发展特色

农业，咬定调整不放松，持之以恒抓调整全县农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首先，从教

育引导人手，加大了宣传发动的力度。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农民，农民对调整工作的认识

和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调整的成败。为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认识，东平县广泛开展了

大参观、大学习活动，在组织县、乡、村干部外出参观学习的基础上，先后多次组织村

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典型户外出参观学习，开阔视野，让农民感受外面的调整气氛。

同时，县电视台制作了专题节目，专门介绍外地及本县好的调整经验、做法，报社开辟

了“确保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年度目标”专栏，及时报道县内外结构调整的典型，刊

登有关农业结构调整的产品、技术和市场信息，为广大群众树样板、搞服务。通过一系

列宣传活动，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对结构调整的认识，增强了调整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其次，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培植调整典型。近年来县里选择了一批调整基础较好的

典型村户，对他们在资金、技术、信息、政策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促其快速发展。以

他们实实在在的成功经验让广大群众亲身感受调整的效益，进-步坚定了广大群众调整

的信心，启发了群众调整的思路，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结构调整的开展。第三是落实目标

责任，加大政府推动力度。根据全县调整规划，县委、县政府制定了每年度调整的目标

任务，年初下达到各乡镇，并由乡镇落实到村户地块，年终进行考核验收，兑现奖惩，

使各级干部人人有责任，个个有压力，调动广大农村干部抓调整、促调整的积极性。到

目前，全县各类大棚已发展到4万个，中小拱棚5万个，经济作物面积达到50万亩，其中

瓜菜面积达到38万亩，以甲鱼、乌鳢、河蟹、大虾等名特优水产品为主的水产养殖面积

8.2万亩，各类规模畜牧饲养场240个，畜禽饲养大户1.7万个，小尾寒羊饲养量达到74

万只，经济林果面积10.2万亩，其中优质核桃、冬桃、冬枣、石榴等名优干鲜林果面积



6万亩。农产品基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形成了以接山乡为主

的万亩早春西瓜基地，以东平镇为主的3000亩洋香瓜主地，以彭集镇、东平镇为主的

30万亩优质小麦基地，以斑鸠店镇为主的8万亩大蒜基地，以彭集镇、沙河站为主的10

万亩花生基地，以旧县乡为主的年加工8亿元鲜甘薯的淀粉基地，以州城镇、新湖乡、

沙河站镇为主的2万亩蚕桑基地，以戴庙乡、梯门乡为主的74万只小尾寒羊生产基地和

商老庄乡、老湖镇为主的1.7万亩河蟹基地，初步形成了具有东平特色的主导产业。  

三、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产业化经营是关键，只有不断拉长农业产业化链

条，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才能保持特色农业的旺盛生命力  

近年来，东平县围绕发展特色农业，在完善机制、理顺产业链条方面做了一些有益

的探索:一是多成分、多层次兴办龙头企业。积极鼓励县、乡、村，国营、集体、私

营、个体一齐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重点建设了一批产值超过千万元，生产能力

上千吨的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斑鸠店镇围绕大蒜这一主导产业的发展，吸引金乡县

绿色食品集团总公司投资150万元，新建了一座贮存能力1800吨的恒温库，用于大蒜和

蒜薹贮存，不仅解决了农民产后的后顾之忧，而且通过调整旺淡季销售，提高了大蒜产

品的销售价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梯门乡吸引华北油田的李建生先生前来投资400万

元，兴建了占地800亩，集种、养、加、销一条龙的综合农场一处，既解决了农民在结

构调整中品种引进、种苗繁育、技术试验、产品加工销售等方面的问题，又为群众了解

信息、把握市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全

县各类农产品加工、销售、储运企业达到了1237个，年产值达到10亿元，利税1.23亿

元，带动基地80多万亩，带动农户18万户。二是本着自愿、多样的原则，大力发展农村

合作经济。按照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提高的|指导思想，各乡镇都结合主导产

业，通过政策引导、具体帮扶等措施，积极鼓励农民采取兴办合作社、农民协会、商会

等形式，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农民自己的利益联合体，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约束，依

靠自身力量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全县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到200多个。

这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农民

合作组织进行交易的农产品数量占总量的50%以上。三是立足主导产业，建立完善农产

品市场。东平县立足当地产业特点和资源优势，先后在农产品比较集中的产区重点建设

了花生、蔬菜、水产品、大蒜、甘薯、淀粉、西瓜、小尾寒羊等批发市场，年成交额达

8亿元。以往接山乡的西瓜销售主要靠干部群众外出联系，难度大、费用高、损耗大，

经济效益不高。对这种情况，该乡采取集资入股的办法，筹集资金150多万元，在乡驻

地兴建了接山瓜菜批发市场，在西瓜销售上实现了以批发市场销售为主，外地市场销售

为辅，统一定价、集中销售的办法，以村为单位组织销售，以优质服务吸引客户，不仅



确保了西瓜的顺利销售，而且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近年来该乡90%的西瓜都是由批

发市场销售的，而且西瓜损耗也由以往的11.4%下降为3.4%，仅此一项就为群众增加收

人60多万元。  

四、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科技进步是先导，只有依靠科技，提高素质，才能

突出特色  

当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因素有很多，除农产品价格低、农产品质量

差、市场疲软等因素外，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劳动力科技素质差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打

破农民增收徘徊不前的局面，就必须在农业科技上有所突破。东平县在发展特色农业、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始终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一是大力实施种子工程。全县先后引进

并推广了洋香瓜、优质西瓜、毛芋头、波尔山羊、优质核桃、冬枣、冬挑、中华毛蟹、

大青虾、胭脂鱼等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品种，同时推广了立体高效种植模式高产精养等种

养技术。全县共引进新品种21个，推广农业应用技术46项，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是积极开展技术服务。与山农大、山东农科院、鲁青公司等多所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

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聘请了大批技术人员前来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同时，积极发挥

县乡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组织他们开展技术承包和技术服务。将科技人员承包情况与

工资待遇和称职挂钩，并实行“四个优先”，即优先晋级、优先提拔、优先聘用、优先

入党人团，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目前，农口部门有120多名技术人员开展

了技术承包，承包农业科技项目85个。三是狠抓了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全县共建立

瓜菜、水产、畜牧、林果等示范园区23个。接山乡依托北京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和

鲁青公司，投资60多万元，建起了较高标准的瓜菜生产科技示范园，在统一繁育种苗的

同时，引进和试种成功了无籽西瓜、农友长茄等名优新品种，并在全乡进行了推广，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羊、东平镇、梯门等乡镇也都先后建起了高标准农

业示范园，对指导农民调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五、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政府服务是保障，只有转变职能，强化服务，才能

发挥特色  

发展特色农业，政府服务、支持是关键。为正确组织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搞好特

色农业建设，东平县成立了农业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特色农业发展的组织指导，

并落实了五大班子领导包乡镇、包产业责任制，实行分线、分产业作战，对确定的主导

产业实行“一个产业、一套班子、一个规划、一套政策、一套实施办法”。一是加强了

对结构调整工作的检查调度。县委、县政府经常召开调度会和现场会，在春夏秋等关键



生产环节，县里都组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督导组，深入乡镇、村进行督导。二是积极开

展信息服务。2000年县政府组织实施了上网工程，绝大多数乡镇和部门都加入了政府网

络，建立了农业、农产品信息收集、发布和反馈制度，将网上得到的大量信息进行分析

评价，把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广播、电视直接反馈到乡镇和农户家中，解决了群众调整中

信息不灵的问题。三是加强销售服务。近年来，东平县把搞好市场销售作为调整的关键

环节来抓，超前运作，周密安排，狠抓落实。一方面，坚持以销定产，依靠市场需求拉

动调整。采取“反弹琵琶”的办法，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及早落实销路，大力发展“合

同农业”、“订单农业”，减少盲目性，增强预见性。去年，该县的圆葱、日本大葱、

毛芋头、双孢菇、二龄蟹等产品，在产前就与外地购销公司建立了购销关系，形成了未

产先销的局面。四是制订完善了激励政策。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发展特色农业的考

核奖励办法，把发展特色农业纳入考核奖励范围，对设施农业、高值田、优质果品、优

质畜产品基地建设等进行指标量化，逐项打分，年终统一考核奖惩。各乡镇也都围绕发

展特色农业，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农民搞调整。接山乡在产业调整结构

中，实行了规划布局、资金管理、物料管理、苗种供应、技术指导五统一。新湖乡为发

展桑园，在乡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融通资金，对群众实行资金补贴，扶持

发展，调动了农民的调整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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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