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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了河南省农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 进行了该省现代农业的发展战略定位, 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该省农业产业的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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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

1 .1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河南是人口大省, 也是

农业大省。河南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 , 生产规模日益壮

大, 农业和农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为推

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

来, 河南农业总产出从1978 年的64 .86 亿元上升到2006 年

2 049 .92 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3 .12 % 。与此同时, 农业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

务业的比重由1985 年的80 .7 % 、5 .3 % 、13 .3 % 、0 .7 % 、0 逐步

调整为2006 年的58 .0 % 、2 .8 % 、35 .3 % 、1 .5 % 、2 .4 % , 种植业

比重明显下降, 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 农林牧渔服务业也从

无到有不断发展。

1 .2  农业产业化有较大发展  1996 年9 月, 河南在全国率

先召开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 要求大力发展和积极扶持农业

产业化。2001 年, 河南省委、省政府又提出‘把河南建成全国

重要的优质小麦生产和加工基地、优质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

地’的重大举措 , 制定扶持措施 , 培育龙头企业, 加强基地建

设, 从而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全省蓬勃发展。截至2007 年6

月, 河南省符合农业部调查标准的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

达9 102 个, 销售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达287 家, 带动农户

1 022 万户, 占全省农户总数的一半, 户均年增收1 025 元[ 1] 。

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名牌农产品, 如“华

英”鸭、“大用”鸡、“金苑”面粉、“三全凌”汤圆、“思念”水饺、

“莲花”味精、“双汇”火腿肠等等。

1 .3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河南省各级政府

响应中央关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 加大了对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的力度,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成效明显。

至2007 年底 , 河南省有效灌溉面积达491 .5 万hm2 , 占全省耕

地面积的近70 % 。2007 年, 河南省投入278 亿元, 新建、改造

农村公路10 .1 万km, 农村公路总里程21 .4 万km, 居全国第

1 位 , 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实现所有行政村通油路或水泥路。

在农机装备数量上,2006 年底, 河南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8 309

万kW, 拖拉机( 大中小型) 总动力达到3 704 万kW。2006 年, 河

南省机耕面积588 .03 万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81 .6 % , 机电灌

溉面积379 .5 万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为52 .7 % 。

1 .4 区域化布局基本形成 经过农业布局优化和调整 , 河

南省特色农产品区域化布局初步形成, 建成了以新乡为主的

豫北强筋优质专用小麦 , 以信阳为主的弱筋优质专用小麦 ,

以周口、商丘为主的优质棉花, 以许昌郾陵为中心的花卉苗

木, 以三门峡为中心的优质水果 , 以信阳为主的茶叶 , 以豫西

山区为主的食用菌、中草药等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经济

区, 为农业的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河南现代农业发展的功能定位

合理确定河南现代农业建设的目标定位, 是科学推进河

南现代农业建设的前提。笔者认为, 河南现代农业建设的目

标定位必须把握4 个基本原则: ①符合国家宏观农业发展战

略目标的要求, 为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提供支持和服务 ;

②符合世界农业发展方向和要求 , 有利于提高河南农业的整

体素质和农产品国内外竞争力; ③发挥河南优势, 推进农业

与相关产业的协调、统筹发展; ④要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 推

进经济、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 河南现代农业建设

的功能定位应瞄准以下4 个方面的目标。

2 .1 保障粮食供给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统计报告,“全

球粮食储备已降至35 年来的最低水平”。2008 年, 全球有28

个国家面临粮食严重短缺的困境[ 2] 。农业作为自然再生产

和经济再生产的一个复杂系统, 其首要功能就是提供农产

品, 解决人口的粮食需求。我国有13 亿人口, 稳定的粮食供

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河南省作为

全国13 个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必须要承担保障国家充

足粮食供应的职责。河南省的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 .2 % , 而

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0 .1 % , 小麦产量占全国的27 .0 % ; 在满

足自身粮食消费需求后, 每年可向省外提供100 亿kg 左右的

商品粮。河南对全国粮食供给和粮食价格稳定起到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 因此河南现代农业的发展 , 必须高度重视粮食

生产的基础地位, 保障稳定、充足的粮食供应。

2 .2 强化食品安全  现代农业不是传统的第一产业, 而是

现代食品制造业, 它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按照特定的品种

和一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标准化的农产品生产, 运用现代高新

技术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 通过现代物流满足消费

者多样化的食品需求。河南作为全国第一产粮大省, 其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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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能力也位居全国首位。河南省各类粮食加工企业达

2 900 多家, 所生产的面粉、挂面、速冻食品、方便面、味精等市

场占有率均为“全国冠军”, 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离不开

的“厨房”。在此过程中, 通过农业产业链的风险管理, 满足

消费者对绿色食品、无害食品的需求, 保障食品安全。据新

华网报道 , 从2008 年9 月乳制品行业发生轰动国内外的“三

鹿奶粉”事件以来 , 截至2008 年11 月底 , 全国累计报告因食

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

的患儿29 万余人, 并有多名患病婴儿死亡。加之以前发生

的苏丹红、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孔雀石绿

等事件 , 食品安全问题需要长期高度重视。

2 .3 提供就业岗位  河南是人口大省, 农村人口占全省总

人口的67 .5 % , 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据2005 年1 % 人口抽样

调查资料推算, 2005 年11 月1 日0 时河南农村现有劳动力

数量为4 745 万人, 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农村劳动力4 104 万人

多641 万人,5 年来平均每年增长128 万人[ 3] 。劳动力资源的

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的要求, 劳动力严重过剩, 农村劳

动力就业压力大是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

问题。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缓解就业压

力的一个途径, 但也受到转移成本和经济周期的很大影响 ,

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2008 年下半年, 席卷全球的经济危

机, 使得我国的经济形势受到严重影响, 诸如长江三角洲和

珠江三角洲地区, 都出现了辞退农民工的情况 , 大量农民工

被迫提前返乡。因此 , 发展现代农业, 要多形式、多层次、多

渠道地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业数量, 扩大就业空间。可以通过

产业化经营, 延长农业产业链, 增加就业机会 ; 也可以通过农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 如蔬菜种植、畜牧

业) , 增加劳动力需求 ; 还可以通过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

增加对农业研发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农业服务人员的需求。

2 .4  保护生态环境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 是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长期以来, 河南的发展走的是一条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

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之路, 农业的发展则是主要依赖生产要

素高投入的数量型农业。2006 年河南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1 .34 t 标准煤 , 比全国平均水平1 .17 t 高出14 .5 % 。因此河

南今后的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衰竭、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

问题。发展现代农业, 必须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遵循生

态学的原理, 以保持和改善农业生产系统内的生态平衡为总

体目标 , 合理地安排物质在现代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的循环利

用和多次重复使用, 以尽可能少的( 燃料、肥料、饲料和其他

原材料) 输入, 求得尽可能多的( 农林牧渔及其加工制成品)

输出, 获得生产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再生利用、经济效

益统一的经济效果。

3  河南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河南发展现代农业, 必须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

实施“制度创新、产业提升、素质促进、品牌塑造”四大战略。

3 .1 制度创新

3 .1.1 土地制度创新。①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

上推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离, 赋予农民对

土地长期甚至永久的承包权, 使广大农民成为真正的土地流

转利益主体。②建立“政府—中介组织—集体—农户”四位

一体的农村土地治权结构, 有效地处理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各

种权益关系, 保障农民实现土地流转的合法权益。③建立一

个组织健全、运作高效、服务周全的土地流转中介体系与服

务网络, 为土地流转的供求双方提供交易信息 , 为土地的规

模经营提供快速、高效的土地流转与聚集机制[ 4] 。

3 .1.2 科技体制创新。①贯彻落实有关财政科技投入的规

定, 提高农业科研经费的比重。科学合理使用财政科技资

金, 加强政府科技投入的管理与监督, 提高政府科技投入的

效率。②加强科技攻关和产学研合作, 推行多元化农业科技

研发体系。积极引导、培育和扶持科技企业创建研发中心 ,

提高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积极鼓励和扶持科技中介等

各类科技服务机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5] 。

3 .1.3 农业组织制度创新。①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

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 , 通过政府的积极引

导, 探索建立各种形式的农工商综合体、行业协会和合作经

济组织, 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 实现农户小生产和社会大

市场的对接 ,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②鼓励农民在生

产、运输、销售、加工、服务等环节上开展专项合作, 自愿创办

专业协会、合作社等组织。③引导农村乡镇企业、各类能人

( 大户) 、村、镇集体经济组织、技术服务部门以及供销和粮食

等国有流通组织牵头 , 兴办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3 .2 产业提升 要进一步优化布局 , 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农

业科技、农业物质装备和现代物流体系等建设 , 在特色产业

经济带基础上, 延伸产业链条, 实施优势农产品加工增值战

略, 提高精深加工水平, 形成优质、高效、特色农产品加工业。

①依托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优质小麦和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的优势 , 重点围绕“小麦—专用面粉—面制品”、“玉米( 小

麦或薯类) —淀粉”、“畜禽—屠宰加工—肉制品”、“牛奶—奶

制品”四大精深加工产品链, 把河南省建设成为规模优势明

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食和畜禽精深加工基地。②运用现

代农业技术 , 尤其是生物、化学和基因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 ,

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 加快现代农业技术向传统农业的产

前、产中、产后渗透和扩散 , 全面提升农业科技水平。③加强

农业信息网络建设, 逐步形成现代化的信息收集、加工、传输

系统, 搞好各类农业市场信息的采集、分析、加工和发布 , 为

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服务, 提升农业

信息化水平[ 6] 。

3 .3  素质促进  发展现代农业, 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新型农民[ 7] 。①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形式多样的适应

农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农村教育和培训体系, 整合农业职业

教育资源, 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农广校、农函大等农民技术教

育培训主渠道作用, 广泛运用现代媒体和远程教育手段, 扩

大农民科技培训的覆盖面, 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②加

强农民科技意识的培养, 提高农民获取科技知识和依靠科技

脱贫致富、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质量的能力, 同时还要重视

农民的创业能力, 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

的培训 , 提高农民的创业意识。③在培训的过程中, 要建立

培训内容的动态监测调整机制, 分目标、分层次、分阶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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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PLS 模型和iPLS 模型预测集糖度预测值与实测值的散点图

Fig .3 PLS andiPLS model onpredictive and actual value of predictionset sugar degree

  将草莓近红外全光谱划分为10 ,11 , ⋯,20 个子区间, 分

别进行iPLS 建模, 第16 个子区间( 8 506～8 803 c m- 1) 的i PLS

模型 RMSECV 值最小( 表2) 。校正集iPLS 模型糖度预测值

与实测值的散点图如图2( b) 所示, 此时模型主因子数为6 , 对

预测集进行预测, 相关系数为0 .935 5 , RMSECV 为0 .305 , 预

测结果散点图如图3 所示。这一精度高于全光谱模型的精

度, 其原因主要是去除了其他干扰信息的区间 , 选用包含重

要信息区间来建立模型, 提高模型的稳健性和预测能力。

3  结语

研究利用 Kennard- Stone 算法进行样品集的划分, 用小波

滤噪法对草莓糖度近红外光谱进行了预处理, 滤除近红外光

谱中的噪声信息, 并用区间偏最小二乘法建立了糖度预测模

型。结果表明, 小波滤噪预处理后 , 再用区间偏最小二乘法

选取合适的光谱区间建模, 不仅能有效地减少建模所用的变

量数, 缩短运算时间, 而且预测精度得到提高。

但该研究所用草莓经过较长时间的运输、放置, 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软化现象, 其内部各可溶性组分含量存在较大差

异, 因此各样本特征谱区间也有差异, 对建模有较大影响; 草

莓表面斑点及未清理掉的茸毛对光谱采集、建模也有影响。

如果实验样品处于同一生理阶段, 并能有效排除斑点、茸毛

等影响 , 可使检测模型的预测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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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素质培训的内容, 改变农民接受技术盲从的被动局面 ,

通过分类指导、典型带动, 发挥农民主动性和创造性。

3 .4  品牌塑造  我国加入 WTO 后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形势

日益严峻 , 农业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8] 。要

坚持“市场导向、政府推动、企业主体”的原则, 依托优势农业

资源, 做好农产品商标注册和地理标志注册工作, 使名优特

农产品获得应有的保护。加大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 ,

以强化差异和特色为重点, 努力确立社会对农产品品牌的认

知和肯定。将品牌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充分发挥特

色农业产业带的区域优势。将区域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和

竞争优势; 政府部门要抓好品牌产品的新技术利用和管理 ,

强化品牌产品质量监督和监管, 保证品牌农产品的品质稳定

和质量安全。要积极做好品牌的宣传和推介工作 , 通过农博

会、农洽会等渠道 , 扩大产品品牌的知名度。

参考文献

[1] 田宜龙.河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能力越来越强[ N] .河南日报,
2007-07-27.

[2] 赵献林,雷振生,吴政卿.河南小麦托起中国粮食安全的希望[J] .种业
导刊,2008(10) :7- 8 .

[3] 张曼平,孙浩.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 . 河南教育
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50 - 57 .

[4] 黄祖辉,王朋.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J] .浙江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08(2) :38 - 47 .

[5] 钟在明.农业科技亟待体制创新[J] .农村工作通讯,2006(7) :31 - 32 .
[6] 熊尚鹏.关于农业信息化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 . 农业经济,2008

(10) :46 - 48 .
[7] 周琳.发展现代农业与农民素质培养[J] .湖北社会科学,2008(9) :90 -

92.
[8] 樊元,秦燕.甘肃特色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区域品牌战略[J] . 开发

研究,2006(1) :14- 17.

4575              安徽农业科学                        200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