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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亲爱的朋友，当你从培训学校领到这本书，你已是辽宁省农民技术员培养工程的一名学员，这本
书将同学校的师生一起，陪着你度过在大学里的日日夜夜，见证你实现从“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
”的破茧成蝶的每一个细节。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培
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2007年9月，辽宁省科技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
省农委、省财政厅共同组织实施了“辽宁省农民技术员培养工程”，采取政府出资的方式，有组织、
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农村种养殖科技示范户中选拔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农民进入省内农业高等院校，接
受以需求为导向，半年制、非学历的技术培训，使其成为现代农业技术的示范者和传播者，带动周边
农民共同致富。
　　辽宁省农民技术员培养工程依托沈阳农业大学、大连水产学院、辽东学院、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四所省内高等农业院校，根据我省农业生产实际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设置了水田、旱田、花
卉、药用植物、养猪、家禽、蔬菜、果树、食用菌、小浆果栽培、牛羊饲养、海水养殖、淡水养殖
等13个专业。
工程针对农民学员具有丰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但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特点，在突出职业技能培训实用
性的基础上，加强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培养，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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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适应辽宁省农民技术员培养工程蔬菜专业教学需要而编写。
本书共分五章，系统地阐述了蔬菜栽培的基础知识、露地蔬菜典型栽培技术、蔬菜栽培设施、设施蔬
菜典型栽培技术和蔬菜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可供蔬菜生产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师生及
有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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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蔬菜产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低。
我国目前的蔬菜生产普遍存在零星生产，分散经营，随意种植，品种、数量、质量难以保证等现象。
发达国家蔬菜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例如素有“欧洲菜园”之称的荷兰，多为家庭农场式的集约经
营，一个家庭农场只生产一种蔬菜作物，管理技术先进，效益较高。
而我国蔬菜生产的规模相对较小，生产管理粗放，菜农的文化、科技素质不高，生产技术相对落后，
严重地影响了蔬菜生产效益的提高。
　　③市场体系不完善，流通不畅。
尽管蔬菜产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较早，但由于整个农业的市场环境、发育程度和流通秩序等方面不够
完善，以及农户经营规模普遍偏小，蔬菜小生产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日渐突出。
贸易与加工、生产自成体系，独立运作，致使在种植面积、收购价格等供求平衡方面，难以协调统一
，导致产业链上各经营环节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公。
这种无序的分散生产模式不利于建立稳定的市场供应体系，也就无法占据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
　　3.人世对我国蔬菜业的影响和对策　　（1）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我国蔬菜业的发展既
有利也有弊。
一方面因为市场准人，关税降低，国外优质蔬菜种子大量冲击国内市场，挤压国内蔬菜种子的生产和
销售；另一方面因为国际市场的开放和我国蔬菜产品及蔬菜种子的价格比较优势，必将促进蔬菜产品
和蔬菜种子的出口外销，从而带动蔬菜业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引进外资、技术、品种，提高国内科研和生产水平。
　　（2）对策　　①注重提高蔬菜产品的质量。
建立健全蔬菜生产和质量标准体系，并与国际通行标准衔接。
蔬菜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基地环境质量标准、生产操作规程、产品标准、储藏和运输标准及其他相关
标准所构成的完整的质量控制标准体系，真正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控，以确保生产出安全
、优质的蔬菜产品。
和其他商品一样，蔬菜产品要拥有自己的商标和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去占领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②发展专业化生产，推进产业化经营。
根据美国、荷兰等农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利用各地多样化的气候优势、区位和交通优势、技术优
势及独特的品种资源，发展专业化生产，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获得高质量和高效益的产品
，同时也便于蔬菜产品的交易和集散。
产业化经营是人世后我国蔬菜业的发展方向，它不仅可以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它能通
过规模扩张带来规模收益、产业链延伸，分享工业剩余和商业利润，且能通过组织和制度创新节约交
易费用，从而给蔬菜生产经营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
　　③改革流通领域，健全市场体系。
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来规范我国目前蔬菜产业的市场体系，使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为我国
的蔬菜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做准备。
　　④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蔬菜产业的整体素质。
为适应人世后的新形势，我们应该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与技术，从栽培设施、栽培技术、品种
开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人手，迅速提高蔬菜生产的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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