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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园艺园林产业发展和教学科研水平获
得了长足的进步，编写贴近园艺园林科研和生产实际需求、凸显时代性和应用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教
材便成为摆在园艺园林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07年的苏州府农业学堂，是我国“近现代园艺与园林职业
教育的发祥地”。
园艺技术专业是学院的传统重点专业，是“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在此基础上拓展而来的园林技术
专业是“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
该专业自1912年开始设置以来，秉承“励志耕耘、树木树人”的校训，培养了以我国花卉学先驱章守
玉先生为代表的大批园艺园林专业人才，为江苏省乃至全国的园艺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几年来，结合江苏省品牌、特色专业建设，学院园艺专业推行了以“产教结合、工学结合，专业
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相融合、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相融合”的“两结合两融合”人才培养改革，并以
此为切人点推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以适应新时期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本套教材正是这一轮改革的成果之一。
教材的主编和副主编大多为学院具有多年教学和实践经验的高级职称的教师，并聘请具有丰富生产、
经营经验的企业人员参与编写。
编写人员围绕园艺园林专业的培养目标，按照理论知识“必须、够用”、实践技能“先进、实用”的
“能力本位”的原则确定教学内容，并借鉴课程结构模块化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教材编写，力求及时反
映科技和生产发展实际，力求体现自身特色和高职教育特点。
本套教材不仅可以满足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之需，也可以作为园艺园林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教材或
提升专业技能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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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蔬菜设施栽培发展迅速，反季节蔬菜所占比重日益加大。
设施蔬菜以其高产高效而深受菜农的欢迎，栽培规模扩大迅速。
1981～1982年，全国设施蔬菜生产面积不足0.7 3万公顷，到2005年设施蔬菜栽培面积达到280万公顷，
占蔬菜栽培总面积的12.4 ％。
在面积扩展的同时，设施档次、管理水平、产量和品质等明显提高，我国已由设施园艺大国逐渐向设
施园艺强国迈步。
　　2.区域布局趋于合理　　我国蔬菜的区域布局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以前，蔬菜基地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只有少量的自食菜地和季节性菜
地；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随着蔬菜产销体制的改革，逐渐形成了南方冬季蔬
菜生产基地，黄淮早春菜基地，甘肃、山西延时果菜生产基地，冀、鲁、豫秋菜基地和京北夏秋淡季
菜基地五大商品蔬菜生产基地，每年向全国提供约500多万吨的商品蔬菜，约为城市消费量的30％左右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和近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广大农
区种植结构的调整，全国蔬菜的区域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节能型日光温室蔬菜栽培技
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北方农区冬季蔬菜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3.流通销售体系渐趋完善　　蔬菜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初步形成。
全国现有各类蔬菜批发市场近2万个，年成交额3000多万亿元，其中2001年农业部已建定点市场1410个
，年成交量5600多万吨，年成交额1000多亿元。
各地创建了一大批年交易额在10亿元以上的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如北京新发地、山东寿光、江苏南京
、深圳布吉等。
　　市场销售体系基本建立。
全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家级市场为中心，以地方或区域性市场为补充的完整市场销售体系。
在市场建设中，主要市场基本做到了交易、服务、加工、管理四区分明。
形成了良好的交易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初步具备了产品集散中心、信息传播中心和价格形成
中心三大功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蔬菜生产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