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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蔬菜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 
赵海增 ，刘 云 ，刘庆华s 

(1．河北省邯郸市蔬菜技术推广站 ，056001；2．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05005 1 

3．河北省邯郸市水利局，056001) 

摘要：分析了邯郸市蔬菜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 

、口]题，提出了一些发展思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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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邯郸市 

蔬菜产业体制逐步优化，在生产区域化布局、市场 

与流通渠道建设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已经从 

保障城市供应的篮中小菜，发展成为促进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的大产业。 

1 邯郸蔬菜产业的发展现状 

2009年邯郸市蔬菜种植面积为l4．4万hm ，总 

产量 768万 t，二者均位居全省第 4位。蔬菜总产 

值 72亿元，对农民人均纯收人的贡献额约为 852 

元，占当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5 323元的 16％， 

蔬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 

经过多年调整种植结构与优化区域布局，邯郸市 

蔬菜产业逐步向适宜地区集聚，已初步形成了永 

年、曲周县大中拱棚蔬菜基地，馆陶、肥乡、魏县 

日光温室基地，涉县、武安市山区夏淡蔬菜基地； 

特色品种方面形成了永年大蒜基地，肥乡洋葱基 

地，鸡泽干鲜辣椒基地 ，磁县莲藕基地；已建有较 

大规模的永年南大堡蔬菜批发市场、馆陶金凤农 

产品批发市场等一批功能较齐全、辐射能力较强 

的骨干专业批发市场；建有亚洲第一的曲周晨光 

色素，永年企美冻干蔬菜等一批蔬菜加工出口企 

业；建成了 “京山”、“众鑫”等十几家规模较大的 

集约化育苗中心，全市年穴盘育苗达到2亿株以上， 

创建了以日光温室为设施的节能型穴盘育苗技术品 

牌，育苗技术、育苗数量和种苗质量都走在了河北 

省的前列。 

通讯作者：刘庆华，河北省邯郸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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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邯郸蔬菜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生产面积较大，设施生产率低，产品竞争力不 

强 

2009年邯郸市设施蔬菜面积8_4万hm ，仅占蔬 

菜播种面积 14．4万 hm 的58．6％，以中小拱棚生产 

为主，全市蔬菜发展中最能体现生产技术水平的单 

位面积产量和效益在近年中没有明显提高，这种粗 

放经营的外延式增长，导致了产品在数量、品质、商 

品外观等多方面的低层次重复，造成了蔬菜产品的 

季节性、地区性过剩或短缺，菜贱伤农、菜贵伤民 

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2．2 科技支撑能力弱，推广体系不够健全，不能 

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在蔬菜优质专用品种选育，设施环境与蔬菜生 

长发育规律和关键技术指标研究 ，危险性病虫害 

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产品和包装、运销 

技术标准研究等领域，尚未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 

导致了全市蔬菜产业发展中的传统观念、传统品种、 

传统技术仍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目前，全市从事 

蔬菜技术推广的力量薄弱，除市局人员机构齐全外， 

大部分县、乡、村蔬菜技术推广人员匮乏，经费不 

足、队伍不稳，蔬菜生产中普遍存在着实用新技术 

推广应用慢、科技普及程度不高、菜农生产管理平 

均水平较低等现象，严重影响了邯郸市蔬菜产业的 

现代化进程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2．3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标准化生产难以实现， 

产后增值能力弱 

目前，邯郸市蔬菜生产仍以农户分散生产、商 

品直接进入市场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主，集约化程 

度不高，蔬菜标准化生产难以全面实施，且进展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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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难以保证市场上蔬菜商品的一致性和创名创优，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蔬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处于起步阶段，注册数量较多，但有实 

力、有品牌，组织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蔬菜 

专业合作社较少。由于蔬菜多以鲜销为主，运销风 

险性大，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承受能力有限，急需 

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全市蔬菜产业化经营仍处于 

初始阶段，而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还 

较少，面对国内市场的大型运销、加工企业尚少，净 

菜配送企业更少。此外，加工产品单一，加工档次 

低，精深加工比例小，加工技术和产品类型没有太 

大突破，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的 

名特优产品少，产业链条延伸和增值能力不强。 

3 发展思路及对策 

今后一段时间内，邯郸市蔬菜产业发展的基本 

思路应是：以实施新一轮 “菜篮子工程”建设为契 

机，依靠科技进步，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现蔬菜 “优 

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五要素为目标，以 

发展设施栽培、产后处理、名优特产蔬菜为重点，调 

整生产区域布局，优化种植结构和规模，突出专业 

化、无害化生产，发展贮藏加工业，完善市场与流 

通体系建设，全面提升蔬菜产品的市场竞争 扫，创 

建名优品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蔬菜产业， 

打造绿色、有机蔬菜基地，构建冀晋鲁豫四省交界 

蔬菜产销中心。 

3．1 着力推进蔬菜产业建设 

3．1．1 建设和保护城镇专业菜地 

要尽快制定出台 邯郸市城镇蔬菜基地管理条 

例 和 邯郸市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征收管理办 

法 ，选择在较长时期内、比较稳定、不被污染的 

区域作为常年蔬菜基地进行登记造册 ，并予以重 

点保护。着力抓好邯郸市城镇蔬菜保障基地和商 

品蔬菜基地建设，着力抓好蔬菜基地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菜地生产能力和蔬菜质量 ，保障城镇蔬菜 

的平稳供应。 

3．1．2 优化蔬菜生产布局 

要抓住邯郸市永年县被列为河北省环京津省级 

蔬菜示范县的机遇，利用 国务院办公厅关=F统筹 

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 河北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示范县建设促进蔬菜产业又好又 

快发展的意见 等政策 ，做好永年省级蔬菜示范 

县，武安市、涉县、成安县、磁县、鸡泽县5个市 

级蔬菜示范县基地建设工作，把发展设施蔬菜作为 

主攻方向，优化设施结构，创新设施模式，扩大设 

施生产规模，提高设施生产能力。各蔬菜示范县要 

利用3年时间完成对旧式蔬菜棚室的改造升级，新 

建棚室全部采用新型结构。每个示范村要按照规模 

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商品化处理、品 

牌化销售的标准，建设千亩蔬菜生产标准园，重点 

生产适应中高端市场需求的优质精特蔬菜品种，做 

好外向型和出口型蔬菜基地的承接和建设工作，推 

动全市蔬菜产业健康发展。 

3．1．3 突出特 色蔬菜 

突出规模和特色，抓好平原地区优质蔬菜直销 

基地和山区特色反季夏菜供应基地建设，尽快打 

造一批知名品牌 ，努力提高全市蔬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和占有率，加速推进外向型蔬菜产业发展 

进程。重点打造以鸡泽县为中心的6 667 hm 辣椒 

生产基地；以肥乡县为中心建成6 667 hm 洋葱生 

产基地；以磁县为中心建成667 hm 莲藕生产基地； 

以永年为中心建成 1．3万hm 大蒜生产基地；以临 

漳、磁县为中心建成 1万hrn2西甜瓜生产基地；以 

磁县、临漳为中心建成 2 000 hm 山药生产基地； 

以魏县、成安、馆陶为中心打造 100个工厂化生产 

食用菌的专业村、种植大户。充分利用邯郸市西部 

山区气候冷凉、光照充足、污染轻等自然优势，集 

中建设以武安、涉县为主的5 333 hm 山区错季蔬 

菜生产基地，制定错季蔬菜发展规划，连片建设目 

光温室、两网一膜大棚、防虫网棚、集水和膜下节 

水等设施；单品种规模化建设彩椒、绿菜花、西红 

柿、南瓜、土豆等绿色食品标准的蔬菜基地，形成 

特色蔬菜优势带，提高邯郸市错季菜在中原地区 

和南方的市场占有率，提高邯郸市蔬菜产业效益 

和社会效益。 

3 ．1．4 培育蔬菜龙头企业 

积极探索发展 “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蔬菜产业模式，拓宽投资渠道，挖掘融资潜力，积 

极鼓励和支持民间和社会资本参与蔬菜产业建设， 

扶持壮大一批加工型龙头企业，培育发展一批销售 

型龙头企业。在财政、信贷、税收、用电、用地等 

方面采取倾斜政策，将邯郸市 “企美”、“古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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