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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抓” 大力发展高效规模蔬菜产业

(2006-11-06 15:35:09)

姜小龙 

（南京市溧水县农林局   211200）

摘  要：我县蔬菜产业按照“抓特、抓优、抓项目、抓效益”的要求，加快培植市

牌规模基地建设，加大科技兴菜力度，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势，打响有机品牌，推

但综合分析目前面临的形势，问题依然存在。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蔬菜工作的重

心，突出二条主线，力求三个突破。即以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增强

农民增收为中心；突出实施“放心菜”工程和品牌有机蔬菜工程，力求

制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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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蔬菜产业在市农林局的帮助指导下，围绕“抓特、抓优、抓项

市场竞争主体，加强品牌规模基地建设，加大科技兴菜力度，积极发挥协

打响有机品牌、推进产业升级。 

1  发展成效 

1.1  推行标准化生产，不断完善规模基地建设 

      在坚持“调整、完善、充实、提高”的原则前提下，大力推进标

公害蔬菜，进一步发挥区域优势，做大特色产业规模。由于普遍推行了

作取得突破，农业品牌进一步叫响。全县已认证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面

积6743亩。2005年“思源”牌有机蔬菜、大米、茶叶经中国名优品牌管理推

牌”荣誉称号。 

1.2  区域布局日趋合理，龙头作用进一步发挥 

  通过几年的发展整合，我县蔬菜产业呈现以“两区两片”为主线的



区、蔬菜良种繁育区和应时蔬菜基地片、食用菌生产片。初步形成了“

的态势。同时，积极推行基地公司化，成分多元化，生产规模化，运作市

普朗克、屏湖、思源、百汇、新得力等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的规模效应日益

用明显增强。特别是有机蔬菜在国内市场开拓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如普朗克公司

机蔬菜销售量不足50吨，2006年预计可超过1000吨。其卫岗专卖店刚开业时

业额不足400元，目前该店日上货品种30多个，日营业额几千元。 

1.3  发挥协会作用，合力打造平台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土地

比较效益低等矛盾日益突出，各企业、基地之间迫切需要加强交流与协

水分会暨有机蔬菜分会应运而生。目的是以协会为平台加强公司、生产园

联合，整合蔬菜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新机制，实现对外统一品牌、统一认证、统一供货，对内按照“五统一

园区、基地、农户和企业生产、加工，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以

高组织化程度，扩展国内国际市场，增强带动力和辐射力，加快蔬菜产业

增效、农民增收。 

1.4  以项目为抓手，推进产业升级 

  项目是推动蔬菜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以项目为带动，以

过狠抓项目实施，不断地推进园区各项建设，使园区功能日益完善，辐

区，千家万户齐参与的发展局面，促进组织化程度有效提高，科技含量不

2  存在问题 

      总体上看，我县蔬菜产业工作，最近几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和可喜的

蔬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综合分析目前面临的形势，问题依然存在，主要是

创新能力不强，运行机制不活，合作交流意识淡薄，产业整合效果不明

集聚难度加大，建设高标准规模基地速度减慢，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也不

3   工作重点 

      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蔬菜工作的重点是：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二

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增强市场综合竞争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和品牌有机蔬菜工程，力求实现基地规模、加工出口、营运机制有新的突破。

3.1  推进思维创新，加快产业化进程 

  创新工作思路，牢固树立“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

推进蔬菜产业化经营，大力扶持蔬菜生产、加工和流通的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结

济向集约化、产业化迈进，推动我县蔬菜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其次要充分

态功能。根据市场需求，结合我县蔬菜生产实际，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技

真水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优势，发展有机蔬菜生产，建设有机蔬菜生

大做强有机产业。同时要以菜为主，综合开发，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功能，吸引

水山水，观有机田园，吃有机大餐，将蔬菜生产、生态建设以及休闲观

象，提高经济效益。第三要进一步整合资源，打响有机品牌。充分发挥

生产园区、加工企业的交流、协作与联合，整合有机蔬菜产业链，实现

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共同打造溧水的有机品牌。

3.2  推进机制创新，搞好全程质量控制 

  千家万户各自为战的分散经营体制，是蔬菜产品质量控制的最大障



土地向大户、公司有序集聚，实行统一经营，严格按照无公害、有机生

使用关，确保生产出合格的无公害、有机产品。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