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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我国果品生产发展迅速袁产量剧增袁竞争激烈袁致
使一方面在全国大范围地出现了卖果难袁另一方面人均渊 主
要是农村人口冤果品消费量相对不足遥 究其原因袁是因为我
国果品商品化明显不够袁商品化的路程任重道远遥 为此袁笔
者于 2002耀2005年在湖北尧安徽尧湖南尧山西尧广东尧四川尧重
庆等地对果品生产尧流通尧贸易等领域进行了调研袁旨在探
讨我国果品商品化发展思路袁现报道如下遥
1 改进栽培技术

果树是多年生植物袁果品质量的好坏既取决于品种袁也
取决于田间管理遥因此要采取高标准科学建园袁用现代科学
技术管理果园遥如用叶分析要注重土尧肥尧水管理袁重视施用
绿肥尧人粪尿等有机肥遥排水尧灌水要得当袁做好水土保持工
作遥 注重有些树种尧品种授粉树的配置袁注重果园里的通风
透光袁科学矮化密植袁维持单位面积内适度的产量袁提高果
品质量袁增加等级果比例遥 对于病虫害袁要准确预测尧预报袁
及时尧及早防治袁以预防为主遥要尽可能采用生物防治尧农业
防治和物理防治的办法袁尽量避免和减少化学农药尧化学生
长调节剂和除草剂的使用遥 还要避免工业有害物质如汞尧
镉尧铅尧砷等对果树环境的污染袁已禁止使用的果品添加剂
如甲醛尧硼酸尧水杨酸尧硫酸铜等坚决不用袁大力发展绿色果
品和优质果品遥
2 实行良种区划

果树都有其生长发育最适宜的气候和地区袁 在此气候
和地区里果品品质更能得到保证遥因此要实行适地适栽袁采
取野 名尧优尧特尧新尧稀冶战略曰避免在不适宜区发展袁已经发展
起来的要逐渐减少遥 要采用优质苗木建园袁对劣质品种尧劣
质苗木及带病虫病毒苗木都不允许出圃遥
3 优化果品种植结构

近些年来袁我国五大果品渊 苹果尧柑桔尧梨尧桃尧葡萄冤占
的比重过大袁形成相对的供大于求遥其他的许多果品严重不
足袁形成了野 物以稀为贵冶的现象袁如杏尧枣等袁故应增加杏尧
甜樱桃尧枣尧李尧板栗等小果尧杂果尧干果比例袁发展优质尧抗
性强的品种遥要调整好早尧中尧晚熟和反季节品种比例袁留意
优质品种市场生命周期和自然生命周期袁适时推陈出新遥
4 注重果品采后处理

我国果品采收一直存在粗暴采摘渊 如采摘柑桔袁不用剪
子而用手扯或只剪一剪子袁果品垂直落入筐内等等冤和粗暴
运贮现象袁也不注重分级袁一箱里果实大小不一袁品种混杂袁
病虫果充斥袁严重影响商品性遥 不讲究包装袁不注重保鲜贮
藏袁不注重加工消化袁导致果品都挤到鲜食这一条路上袁在

上市期过于集中的情况下袁势必造成相对过剩袁造成机械伤
而大量腐烂袁影响经济效益遥因此袁要变野 集中销售冶为野 周年
销售冶曰变野 季节消费冶为野 全年消费冶遥
5 宣传果品商品观念

我国历经 2 000余年的封建社会袁 自给自足的小农意
识根深蒂固袁现代开放的商品观念十分淡薄遥一些偏僻地方
的优质果品生产规模小袁不为外人所知袁如湖北省兴山县生
产的苹果袁品质胜过北方产的名优苹果袁但兴山县位于我国
南方袁外地人想不到那里会生产优质苹果袁而当地人商品意
识薄弱袁致使苹果生产规模渐趋萎缩袁果园近趋荒芜遥再如袁
湖北省南漳县山区袁交通闭塞袁该地盛产野生毛桃袁既可入
药又是普通桃的良好砧木遥 然而袁当地虽有人采摘袁但没有
把其当成商品袁也没有对其进行开发遥 如今袁好东西也要展
露袁好的不展露袁差一些的展露了袁给消费者反复刺激袁消费
者的观念就会发生变化或错误袁而购买差一些的了遥 因此袁
种果人要带着果品走出去袁让客户尧消费者走进来遥
6 健全果品营销市场

我国果品和世界果品产地分布不均衡袁 沟通各地信息
非常重要袁要根据国际市场果品供求信息以销定产袁实行国
际贸易遥 因此袁要针对优质果品加大宣传力度袁普及宣传媒
介袁改善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袁组建大型国际和国内果品贸
易公司袁开辟鲜运通道袁实行低温箱柜贮运遥在零售业中袁需
改变长期存在的按斤论两尧以斤为单位计价出售的习惯袁变
为也可以野 个冶尧野 克冶或野 粒冶为单位出售袁或者是洁净带包装
出售遥 改善出售和出售后的服务袁让消费者节约消费尧经济
消费尧卫生消费尧方便消费尧终年消费遥 我国农村人口比例
大袁由于交通尧地理尧经济政策等原因袁消费能力比较低袁但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故要努力开拓农村市场袁如采用以谷
易果等交易方式扩大果品销售遥农村人口分散袁挑渊 提冤篮小
卖也是可以的遥
7 严厉打击果品营销中的不法行为

当前果品市场不很规范袁以次充优尧短斤少两尧鱼目混
珠等现象比较普遍遥如将杨梅用硫酸铜浸泡防腐袁将青枣用
加入红糖的水煮沸催熟催红等遥 为此袁 要严厉打击不法商
贩袁鼓励优质品种尧品牌和产地申请原产地域保护渊 尤其是
中国的原产果树和地方良种冤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遥
8 实行政策扶持

果品商品作为大型环保产业袁有自己的特殊性遥果品生
产周期长袁成熟期集中袁贮存期极短袁极易腐烂袁果品又不能
作为主食袁因此市场风险大遥 果树驯化程度高袁对环境的要
求较严格袁特别是对温度尧光照尧水分尧土壤的要求苛刻袁栽
培地域受限袁技术要求程度高袁劳动强度大遥 同时单一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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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提高我国果品商品率的实施措施进行了研究探讨袁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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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品种冤的果园失去了对病虫害的阻隔作用袁因此病虫鸟害
比较严重遥 因此袁国家要实行政策扶持袁坚持土地长期渊 如
20耀50年冤承包袁提供技术教育服务袁扶持农村专业户袁废除
一切农业税费和特产税费袁改善和稳定农业政策袁为果品的
商品发展提供政策扶持遥
9 发展观光果园

发展观光果园旅游业袁一方面能促进果品销售袁另一方
面能增加旅游收入遥 国际上这种做法很流行袁国内上海尧北
京和广东等地在这方面已经起步遥 观光果园要注意介绍果
品营养价值尧药用价值袁如杏尧芒果含胡萝卜素丰富曰苹果富
含锌曰刺梨尧猕猴桃尧柑桔类尧鲜枣富含维生素 C曰银杏茶可
预防心肌病等遥 也要讲解与果树有关的生物学尧气象学尧土
壤学尧植物生理学等知识袁激发游客对生物科学和食品科学
的热爱遥 观光果园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袁防止污染袁注意清
洁卫生袁发展立体种养袁如在果园中放养家畜尧家禽袁它们吃
虫吃草袁其粪便喂鱼肥田遥 为此袁观光果园尤其要建好道路
渊 主路是优质水泥路冤和排灌系统袁增加一些亭台楼阁尧休闲
娱乐尧餐饮住宿服务等设施袁观光果园要有一定的规模面积

渊 一般不应少于 7耀10 hm2冤和一定数量的树种尧品种袁造就果
园群落景观尧生态景观袁要注意赏花尧观景和观果等多种效
益袁尽量采用自然树形袁减少人为整形修剪的干扰遥 公园式
观光果园和设施果园应建在大中城市及风景名胜区袁 如在
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里建以果树尧
园艺作物为主的观光果园曰 在湖南省桃花源山上建立以采
收桃果为主要目的的桃园袁以满足人们观光旅游尧回归大自
然的需要遥
10 努力搞好对外销售

在保证质量和包装的前提下袁努力促进外销尧争创外汇
是非常必要的遥 我国加入WTO后袁果品销售竞争就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遥 在国际果品销售竞争中袁中国有自己的优势院
劳动力相对便宜袁 在生产和包装中可以从事相对密集精细
的作业曰到港尧台和韩国路东京尧新加坡尧俄罗斯等地距离
近袁运费低袁生产成本低曰我国的许多特产果品渊 如杏果尧杏
仁尧板栗尧中国枣尧松果尧中国李尧梅等冤在世界市场上享有盛
誉遥 只要挖掘潜力袁就可提高竞争力袁提高市场占有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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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努力提高不发达地区

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袁 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级农民技术培
训教育基地袁整合资源袁加大转移劳动力培训的力度袁做到
长线与短线相结合袁 外出劳动力与基本骨干农民培训相结
合遥采取定向培训尧委托培训尧技能培训尧联合培训等方式开
展多层次尧多形式的培训工作袁根据市场需求和输入地企业
的要求袁定向举办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班袁开展有针对性的
技能培训袁使转移的劳动者都有一技之长袁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遥 从长期看袁要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袁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迅速有效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最主

要途径遥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袁要优化
专业设置袁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农村的实际需要袁使
更多的农民按需就学袁学以致用袁把农村中的绝大多数青壮
年培养成有文化尧懂技术尧能经营尧会管理的劳动力遥
3.2 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 大力发展劳务中介袁加强劳
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袁引导劳动力有序转移遥要制定加强
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系统建设的政策文件袁 规范针对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职业介绍机构袁 建立农村劳动力的就业
信息服务网络遥 在各主要输入地建立进城就业农村劳动力
需求信息库袁健全市场信息的收集尧整理尧传播尧监控系统袁
使农民及时掌握就业信息曰 在主要输出地建立农村剩余劳
动力资源信息库袁完善有关的收集尧传递手段袁使需求方根
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劳动力遥从而袁做好输入地与输出地的供
需对接遥 同时袁要初步建成包括市级网尧区域网和全国网 3
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袁 逐步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纳入全国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袁 实现城乡共享的就业信息
体系遥 强化对就业中介组织的管理袁规范其经营行为袁打击
各种以劳务输出为掩盖的欺诈活动袁保护进城农民的权益遥
为转移农村劳动力提供及时尧准确的就业信息袁从而减少农
民盲目流动袁引导和组织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遥

3.3 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的被动局面 有关部门应

正面引导袁大力宣传袁营造氛围袁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外转移遥一是通过典型引路袁组织人员深入村组宣讲附近
地区野 劳务经济冶中涌现出的成功典型和先进经验袁用榜样
的力量号召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遥二是利用广播尧
电视尧黑板报尧刷写标语尧举行报告会等形式袁宣传劳务输出
的相关知识和重要意义袁 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动员和激励更
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创业和就地创业遥 同时鼓励外出
务工人员相互帮带袁引导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遥
3.4 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障碍 调整城乡关

系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袁实现农民的自由迁徒权袁使他们能
在城市获得长期合法居住权遥 以法律形式摒除对农民工的
种种歧视和限制袁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袁维护农民工的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袁从而使他们享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遥
3.5 鼓励和支持个体尧民营经济的发展 个体尧民营等非
公有制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

领域遥 过去国有企业尧外资企业袁好的资源项目都给了国有
企业和外资企业袁 而民营等中小企业只能在边缘市场寻求
生存和发展袁今后应鼓励和支持个体尧私营尧联营尧股份合作
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遥 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袁 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遥 各地政府应制定宽
松尧公正的政策袁鼓励尧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袁对个
体尧私营经济等给予更广阔的发展天地袁从而大幅度提高农
村剩余劳动力在个体尧私营等所有制经济中的就业比重袁使
其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支柱袁 发挥其在就业中
的优势和潜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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