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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零散 别被盲种粗耕蒙住眼

“假如有一个数据平台，进行更合理

的调控和管理，那么‘胡乱生产’的现象

就能缓解，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这些数

据就能从信息走向农村，成为农业生产

的‘指南针’。”刘汉元说。

在刘汉元看来，“智慧农业”是对“三

农”问题的对症下药，建立大数据平台能

够更好地分析农业资源的现状，实现要

素的优化配置，使质量和数量能通过“智

慧农业”得以提升。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民进湖北省委秘书长周建元认为，

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

进行结构性调整，要适合消费需要，加

强中高端农产品、加工产品的供给，改

变当前我国低端农产品过剩且生产效

率不高的局面，同时要提高粮食单产以

保证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增长，要加强科

研研发新品种，并推广到田间地头，让

农民掌握。

现代农业的发展历史是不断创新

的过程，而农业科技创新涉及到很多方

面，比如政策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

等等。

“这其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也非

常重要，在生产、营销领域，物联网、互联

网的潜力非常大，通过互联网，就可追

溯，可比较好解决假冒的问题，消费者可

得到更多保障。”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

生说。

“在淘宝网经营的人也叫新农人，全

国大概有 200万。新农人有两个特征，第

一是秉承互联网理念，第二是实施绿色

发展。新农人在供给侧改革中，表现作

用非常突出，这 200 万人中，75%有自己

创造的品牌，68%运用了互联网技术，

88%用互联网销售了产品，36%与农民或

家庭农场有固定的产品营销渠道，这就

是典型的引领。”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

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解释。

智慧农业是“三农”问题的有效药

在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看来，对农

业而言，供给侧改革的任务是五句话，去

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去成本、补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的事，

有几点要保障：第一，市场，就是让市场

在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决定主体的作用，

实践证明市场的能力是强大的；第二，政

策引导，要设计好的政策引导人们特别

是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自觉地往政策方

向走；第三，坚持主体引领，充分发挥新

型农村组织的引领作用，通过他们的经

营活动，带动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

革。”陈晓华说。

张红宇也认为，从农业发展特别是

现代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供给侧结构

改革就是三大问题：一是着眼于产品，

粮、棉、油、糖、茶等要降成本，要提效；二

是要着眼于产业，要绿色发展、可持续；

三是要着眼于主体，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要提升人力资本，实现供给侧结构改

革。按照这三大目标，随之而来就有一

个路径选择的问题，要构建适应农业现

代化发展体系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

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是非常重要的农

产品生产者，截至 2015年底，我国家庭农

场达到87.7万家，经营耕地是1.76亿亩，占

整个承包面积13%—14%，因此，家庭农场，

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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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农产品种植太过分散，种多少水稻多少玉米，

养多少鱼多少猪，都没有具体规划，一会儿种多了一会儿养少

了，这中间存在着问题。”在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

席刘汉元看来，产生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宏观经济在变，而行

业参与者过于零散，另一方面是行业生产和未来需求数据，在

市场条件下的匹配关系没有办法去界定。

供给侧改革为破解“三农”问题带来新的活力，无论是农

村改革与发展，还是现代农业建设，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息

息相关。

“散乱的农业生产模式与市场的需

求断层，就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对平

衡缺乏‘透明数据’，所以只能‘瞎干’。”

刘汉元说。

刘汉元认为，生产与需求不匹配就

容易出现价格不平稳，难以让农户把握

自己的生产，容易造成种植过多，价格提

不上去，而真正需求的产品变得少之又

少，这样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

“腰包”鼓不鼓。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指出

要高度重视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

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以提高农业效益

和竞争力。

中央农村调研工作小组副组长丁智

勇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这一端

来进行改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需求侧，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自身的努

力调整，让农民生产出的产品，在质量和

数量上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产地与

消费地的无缝对接。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可

能会面临农产品供给充裕与市场价格

下行的压力，随着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

大，自由贸易战略的实施，国外竞争力

强的农产品还可能更大规模地进入到

国内市场，这都要求我国农业加大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丁智勇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

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自觉推动经济

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总的来说

要做到“四个转变”：第一，从资源配置

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第二，

从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

转变；第三，从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

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第四，从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

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

长方式转变。

供给和需求之间缺乏透明数据

包括种养大户，是粮食、油料，包括生猪养

殖等基本的农产品供给的生力军。

同时，农民合作社要充分发挥联系

农民、服务农民的功能；产业化的龙头企

业也要发挥在高端农产品生产方面的引

领作用，到 2015年为止，我国国家级的龙

头企业达到 1240多个。

张红宇说，要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在

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

用，第一，政府应该加强宏观形势，特别

是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的研判，要把农

业置于国民经济背景来考虑，把农业置

于全球背景来考虑，要考虑宏观形势、国

际形势，农产品价格等问题；第二，营造

良好的环境，对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农业，

要具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农地，要拿来搞

农业，但是不一定是传统农民才可以用，

只要在双方愿意的情况下，只要不搞非

粮化、非农化，新型的经营主体都可以做

农业经营；第三，要有政策的支撑，要推

行价格补贴、金融保险、用地用电等一揽

子政策，以用来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进入

现代农业，发挥其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

的引导作用。

聚
焦供

给
侧
改
革

“我以前在金珠满江上班，一年上班就

挣了 3万多块钱，现在想承包一个大棚，一

年能挣十多万块钱，因为我观察了，黑鸡枞

产量和销售都挺好的，营养价值也特别

高。”一个种殖户对科技日报记者信心满满

地说。

多年来，金珠满江农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金泓言带领他的团队，倾心于珍稀食用

菌的研发、推广，他们攻克保鲜难关，使自

古名贵罕见的野生黑鸡枞菌首次成功实现

了人工训育，以及大面积优质生产，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始终坚持：100%有机，100%安

全，100%无污染。

“实际上，这就是在进行一场黑鸡枞的

‘供给侧改革’尝试。”现已 50 多岁的金泓

言坦言，2004 年，他看到我国农业生态环

境的不断恶化和食品安全事件的屡屡出

现，于是，作出投资生态农业的决定，成立

了金珠满江农业有限公司。

“与黑鸡枞的不解之缘结于阿佤山，”

金泓言说，2011 年，他在中缅边境的云南

阿佤山上第一次尝到了鲜美的黑鸡枞，“它

肉厚肥硕、质细丝白、味道鲜甜香脆；它生

长在白蚁窝上，只有每年的七、八月间的雨

后才会生长，可算是珍稀宝贝。”至今，他仍

记得初尝黑鸡枞的味道。

返回北京之后，金泓言带领样本经研

究院所检测发现，黑鸡枞含有 18 种氨基

酸，所含的真菌多糖高达 14.44%，比冬虫

夏草还高出 1.6倍，常食黑鸡枞菌能提高机

体免疫力，抵制癌细胞，降低血糖。

“黑鸡枞是野生食用菌中的珍品，若能

把它人工培育出来，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情。”这成了金泓言的梦想。

一次又一次地到云南采集野生母本，

一次又一次地调整思路更改方案……经过

上千次的配方试验，近一年的种植实验，

2013 年的大年初一，黑鸡枞终于钻出了

头，金泓言眼睛里挂满泪珠。

“然而，产业化的脚步还迈不开”，金泓

言说，生产的黑鸡枞菌包的成本是生产普

通菌包的好几倍，而且产量较低，不具有规

模化种植的基础。金泓言请农业教授、请

种植高手、查阅技术资料，又是将近一年的

艰苦努力，终于攻克了难关。

他们不仅第一个成功地将黑鸡枞实现

人工种植，还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采菇

期。经与国家科研机构相关部门合作研发

及检测，黑鸡枞菌重要价值将主要被用于

提取生物活性物质，包括蛋白质、多肽和多

糖以及寡糖等，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

产业链以及原料的综合利用等等具有重要

意义。

金泓言说，因为不断的努力，金珠满江

多项产品填补食用菌领域空白，获得了国

家有机认证，而这些高质量的绿色产品销

量很好，供不应求。

培育黑鸡枞
尝试绿色生态农业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我出生在农村，一直从事农业，也长

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民最为了解，为提交

有价值的提案，此前专门进行了一系列

的调研活动。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的

外部环境条件和内在动因发生了深刻变

化，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突出表

现在结构方面，主要是在供给侧。

从河南省情况看，作为农业大省，

正处于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短板更加

突出，困难挑战更加艰巨，如农业基础

设施依然薄弱，生产经营规模小，产业

结构不合理，产业链条延伸不够，市场

竞争力不强，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标准

化程度低，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难度大等

等，以上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

集中体现。

因此，应该加快创新农业经营扶持

方式；加快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加快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提升，积极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实施

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大力发展休闲

观光、创意农业等新型业态；推动农产品

加工业向种养业基地靠近，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富余劳动力富裕地方靠近，特色

优势产业向具备优势资源和相应产业基

础的地方靠近；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

链，增加农民全产业链收入，使之能繁荣

农村、富裕农牧。

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

探索农业结构调整新途径和发展方式

转变新突破，农业补贴政策也应进一步

完善。

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直补、农业生产

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应归于农民，

同时也让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主体能

够成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主体，让农

民和农企共享发展红利。

宋丰强：期许农民和农企共享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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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7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大力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在“十三五”补上“三农”这块短板。

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进行结构性调整，要适合消费需要，加强中高端
农产品、加工产品的供给，改变当前我国低端农产品过剩且生产效率不高的局面；同时要
提高粮食单产以保证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增长；要加强研发新品种，并推广到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