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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特色农业发展需关注的问题和对策
王　斐

（河北省承德市蔬菜技术推广站，承德 067000）

摘要：十九大以来，为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国各地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冀北承德作为北部

欠发达地区，亟需通过乡村振兴和特色农业发展解决以农民增收为主要核心的“三农问题”。立足近些年承德特色产业发展现

状，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得出承德特色农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由此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希望为下一步乡村振兴战略

的大力实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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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承德因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优越的区位交

通、良好的农业基础等优势，特色农业发展潜力巨

大。2004 年承德经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地区

特色，使得一些地区找到了适合当地的特色农业发

展模式。特色农业的发展使农民由原来的“土里刨

食”的传统路子向“土里产金”的现代化农业道路发

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亟

待解决。通过资料分析和对基地园区走访调研，总

结整理出以下需要关注的问题，并根据本地实际提

出对策建议。

1　对承德市特色农业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分析
1.1　贫富差距拉大　由图 1A 可知：承德市 2010-
2016 年城乡差距依旧在拉大，由 2010 年相差 10286
元到 2016 年相差 16120 元，农民增收较为缓慢，可见

城乡居民差距是目前制约承德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尽管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特色农业的发展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是同河北省其他地

级市相比较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与东部沿海地市相

比差距巨大（图 1B）。2012 年随着张家口农民人均

收入超过承德，预示着承德农民人均收入在河北省处

于落后状态；2016 年数据显示，承德农民人均收入比

唐山低 6287 元，比同类型张家口地区低 505 元。由

2014 年各县区农民人均收入对比图可知（图 1C）：在

承德市特色农业发展面积较大的 7 县 3 区的经济发

展中，不同地区间农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其中双桥区、

双滦区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围场县及隆化县人均收入

最低，区县之间就相差 2000 多元，差距较大。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承德特色农业发展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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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承德市城乡居民收入；B ：邻近市农民收入；C ：各县区农民收入对比图

素材来源于承德社会发展公报

图 1　2010 年以来承德城乡居民、 

邻近市和各县区农民收入差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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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龙头带动力弱，组织程度较低，利益连接机制

不完善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大型企业园

区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2014 年省级龙头企业 37
家，农产品相关加工制造业营业收入 84.2 亿元，利

润 5.3 亿元，占比仅为 6.3%，农业龙头企业利润率

较低。农业的产业化带动了一大批周边居民参与进

来，但繁杂的农业劳动却没有获取相应的收入回报，

全市产业化合作社多为基地园区种植社，企业与农

户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利互作关系，合作关系不稳定，

农民积极性得不到提升。同时因流通及服务环节发

展滞后，使得与市场之间无法有效结合，企业盈利能

力较弱。

1.3　品牌建设及竞争力弱　承德农业产业化竞争

力量薄弱，这不仅表现在企业规模和实力上，还表现

在产品品质、经营方式及销售渠道等方面；品牌认知

度不够，承德除露露在全国享有一定知名度外，其他

承德农村发展中出现的大量“一村一品”特色作物，

如山楂、板栗、肉鸡、马铃薯、设施菜、中药材等还没

有在全国特别出名的品牌出现，无法与其他专业生

产地区竞争。

1.4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　承德农村劳动力

基本学历多为小学和初中，高学历人才基本都留在

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本地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大

多数农民对新技术、新成果的反应不敏感，缺乏接

纳、消化吸收及应用的能力，使得科技不能有效推动

农业发展；同时，大多数农民只注重产量，不重视品

质的思想依然存在。

2　对特色农业发展提出的建议
2.1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减少农民负担　多年来，

财政对农村地域发展的投资较大，但力度不足，农村

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远落后于城市建设，这

严重影响特色经济的发展壮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依旧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2.1.1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财政对农村电

网改造、县乡公路建设的投入力度；引进市场机制推

动农田水利及开发等项目建设；促进农村“互联网 +
农业”等新型农村电商模式的发展。

2.1.2　加强农业科技投资　加强科研投入，着重发

展农业基础研究，对公益性、扶贫性项目进行积极推

动。近年来承德通过加强校企合作、校农合作，在无

公害蔬菜、马铃薯、食用菌、中药材等方面取得较大

进步。

2.2　加快承德市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

2.2.1　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化发展　积极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建立农户与合作组织的利益联结机制，

将本地特色产品做大做强。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企

业到承德办企兴业，积极引导本地矿业、风电、房地

产开发等非农企业投入到农业产业化建设中，通过

做大做强一批市场竞争力强、带动农民增收明显的

大企业和培育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和具有现代管

理水平的企业家队伍来不断推进产业化进程。

2.2.2　加强市场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作

用，在不断提升自我的同时，积极联合其他同类型合

作社成立蔬菜、水果、畜牧等辐射全市乃至周边地区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加强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力度，建成全市通用的农产品公共电子商务服务平

台；做好与京津市场对接，推动农产品外销。

2.2.3　积极实施品牌战略　通过技术提升和品质增

效，鼓励龙头企业争创驰名商标、名牌产品，壮大品

牌竞争力；注重特色农业的文化挖掘，提升产品附加

值，重点培育壮大如中华菌文化、板栗文化、山楂文

化等本地农业文化品牌。

2.3　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2.3.1　更新农民的思想观念，培养树立市场和竞争

意识　承德农民小农意识的思想依然存在，小富即

安，怕冒风险，缺乏投资意识和创业精神，这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劳动力的转移。应不断

改进人们的思想观念，鼓励农户走出去，通过创业或

参股农业合作社等方式加入到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

2.3.2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

用，农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农业经济效益的提

高，就业机会的增加，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取决于农民

文化素质的高低。承德市农民用于人力资本开支的

费用占生活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很小，用于技能培训

的支出几乎没有，这就导致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

严重影响了对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进而使

科学技术在农业和农村中的普及推广难度加大，科

技效率不高，影响农民增收。因此，农民自身应重视

文化教育，积极加强自身技术培训。

3　小结
冀北承德作为京津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蔬菜

供应基地，区位与自然优势非常优越，干鲜果品、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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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食用菌、中药材、乡村游等特色农业发展迅速，鉴

于发展中出现的农村区域发展不均衡、农民贫富差

距扩大、龙头企业盈利弱且带动性差、农民科技文

化素质较低等问题，政府、企业和农民更应从自身做

起，增加特色农业发展投入，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

提升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积极打造品牌战略，让本地

特色享誉全国甚至世界，为实现乡村振兴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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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保险损失鉴定中农作物测产的思考
李俊杰 1　王付山 2　李怀记 3

（1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种子管理站，周口 466001；2 河南省桐柏县种子管理站，桐柏 474750；
3 河南省周口市种子技术服务站，周口 466000）

摘要：种植业保险定损测产应依据农作物测产的基本原理，结合保险损失鉴定的特点，根据造成损失的类型灵活采用适合

该损失类型特点的程序和方法，达到错峰、科学、客观、准确、方便、快捷的目的。

关键词：农业保险；损失鉴定；农作物；测产

随着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与普及，种植业保险

损失鉴定工作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各级相关部门

也相继出台了工作意见、技术规范来指导和规范鉴

定工作。然而，保险定损产量测定是以损失鉴定为

主线，与高产开发、高产创建、产量比较等一般性的

测产虽有大同但也有小异，在借鉴传统测产方法的

同时也要考虑保险定损测产的特殊性，不宜照搬硬

套。结合工作实践和保险损失鉴定的特点，就保险

定损中农作物测产工作提出一些想法，希望对农作

物定损测产的改进起到积极作用。

1　现行测产方法
当前农作物保险定损田间测产的方法严格按

照当地农业部门颁发的农作物定损测产办法执行，

现以小麦为例摘录如下。

1.1　测产方法　采用“一米双行”测产法。（1）亩

穗数（万）：每个调查点取样段长 1m、相邻 2 行，调

查一米双行的总穗数；行距 =11 行之间距离 /10；亩

穗数（万）= 一米双行总穗数 / 行距（以寸为单位）。

（2）穗粒数（粒）：在调查点内随机选取 10~20 个麦

穗，计算平均穗粒数。（3）千粒重（g）：选取抽样穗

子粒，晾干水分（含水量不超过 13%）后称重，获取

千粒重。

1.2　产量计算公式　亩产量（kg）= 亩穗数（万）× 
穗粒数（粒）× 千粒重（g）×85%×10-2。

2　问题探讨
2.1　时间紧，任务重　由于损失鉴定测产采用实测粒

重，作业时间不能过于提前，一般收获前 5d 左右开始

测产，时间紧，工作量大，特别是冬小麦收获时间比较

集中，再遇到提前成熟收割的情况，使测产工作捉襟

见肘。如果测产时间提前幅度过大，将增加粒重测定

值的误差，测产结果有失公允。采取有效措施，在不

影响测产结果科学、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延长测

产作业的时间、简化步骤、提高效率是当务之急。

2.2　在室内考种和结果计算方面有改进的空间　以

小麦为例，现行的做法是：每个样点测定群体后，随

机取 20 个穗带回，待晾干水分后脱粒称重、数粒，

获取穗粒数和千粒重，计算理论产量。试想，既然

有 20 穗总粒重，似乎没有必要再兜圈子计算出穗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