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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深入分析了石家庄果树科技发展的趋势与现状，剖析了石家庄果树科技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从石家庄果

树发展的战略思路出发，报告明确提出石家庄果树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重点领

域、重点技术，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改革，创新体制；优化生产布局，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科技投

入，提高果品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政府支持与调控等方面出发，提出了确保农业科技发展的保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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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om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ijiazhuang City

Abstract: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om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ijiazhuang City （1.College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30；2.He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Forestry 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51）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tendency of fruit tre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Shijiazhuang, analyzed the 
progress status and problems of Shijiazhuang fruit tre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fruit tree strategic development in Shijiazhuang, the author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fruit tree development of Shijiazhuang, determined the priority filed and key technologi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uthor also proposed the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liberating the thinking, renewing the 
concepts,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ptimizing production system, adjusting cropping 
structure, increasing investment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proving fruit qualit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support and regul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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