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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信箱

读者调查答卷摘登 　　　　　　

　　编者按 :1999 年第 6 期《中国蔬菜》刊出“读者调查问卷”后 ,我们陆续收回答卷近千份 ,填写答

卷的有专家、学者、教授 ,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销售商、农民等 ,有的已年过 70 ,有的刚满 18 ,他们

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 ,工工整整地填写问卷 ,有问必答 ,对如何办好《中国蔬菜》提出了许多好建

议。读者对《中国蔬菜》深切的关爱 ,我们深为感动 ,在此 ,我们对一直关心厚爱这份刊物的读者朋

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 祝大家新年快乐 ,事业蒸蒸日上。

现摘出答卷中对《中国蔬菜》的部分看法和建议刊登如下 ,随时欢迎大家对《中国蔬菜》提出建

议和批评意见。

陈贵林 (河北农业大学)

作为河北农大蔬菜学科的一名教师 ,从 1981 年

由老师推荐自费订阅《中国蔬菜》以来 ,我已从一名

蔬菜专业的大学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中国蔬菜》

不但给我专业上的知识 ,编辑部的老师也给了我许

多科学研究和科技写作上的指点 ,使我从一名普通

读者成为作者。可以说 ,《中国蔬菜》我期期必看 ,有

些好的文章还推荐给其他老师、研究生和大学生阅

读。“专家论坛”设立以来 ,近一二年来连续发表了

葛晓光等专家有关我国设施蔬菜生产可持续发展问

题的文章 ,对我有很大启发。结合我自己的研究工

作 ,在河北省高新农业园区建设上 ,在各种设施比

例、园区规划、洋温室引进等方面 ,为不同部门决策

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

任宝辉 (辽宁省铁岭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这几年我从《中国蔬菜》中获得很多实用技术和

科技信息 ,在推广科技项目时 ,把这些技术和信息介

绍给农民。如“大棚网纹甜瓜的栽培技术”、“网纹甜

瓜新品种大庆蜜瓜”等文章 ,我把这些技术写成科技

信息 ,发给我县石砬子村的农民 ,他们应用后 ,瓜的

产量和效益都有很大提高。按照“大葱钾肥施用指

标初探”介绍的施肥方法 ,把它运用到我县大葱专业

村的生产中 ,不仅提高了产量 ,还改善了葱的品质 ,

对恢复铁岭大葱的名牌有积极作用。

顾玉池 (江苏省南通市经委兰光集团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因我原来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 ,现改为在农业

行业工作 ,贵刊的所有文章都对我有较大的帮助 ,得

到了许多启发 ,好象是请到了一位没有求索的良师

益友 ,我企业经过阅读贵刊成功地同多家生产生物

统 ,侧重于从天气到价格波动等因素对农业生产所

造成风险的防范 ,让农业生产者共享因特网上数据

库信息。我国幅原辽阔 ,气候千差万别 ,蔬菜的季节

性和地域性生产很强 ,如何发挥各地优势 ,将各地的

小生产与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

促进蔬菜产业上档次 ,上水平 ,增效益 ,加强产前、产

中和产后的信息指导工作十分必要。因此 ,尽快建

立健全省内、国内以及与国际联网的蔬菜信息网络 ,

及时向生产者、企业及客户提供生产、流通和市场信

息是实现蔬菜产业化的关键所在。

4. 4 　加强农业蔬菜立法工作是蔬菜业健康稳定发

展的根本保证 　以法治国 ,以法行政是经济发达国

家的共同特点 ,日本从 40 年代开始就着手农业立

法 ,于 1947 年起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基

本法》、《进出口贸易法》、《农地法》、《种子法》、《批发

市场法》、《农林物资规格法》、《农产品价格安定法》、

《粮食管理法》和《蔬菜生产上市安定法》等 ,这些法

律不仅确立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

而且使政府在制定农业资金预算 ,保护和开发农业

资源、维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等方面均有章可循 ,依法

行事 ,避免出现口头和文件重视农业 ,实际工作中牺

牲农业保工业等倾向 ,这些对于我国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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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化肥的企业合作 ,成为他们驻南通的代理商 ,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使我们单位成

为南通地区唯一一家经营、开发、研究系列生化农用

品的企业 ,并在南通九大蔬菜基地获得外商以及农

民朋友的一致好评。

谢罗成 (甘肃省西和县农技中心蔬菜站)

我是从去年开始才阅读贵刊的 ,但是自从接触

到以后 ,我便被贵刊丰富的内容所吸引。我是一名

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因此更希望看到一些实用

性较强的篇目或文章 ,好些经验与专题适合于我们

做推广普及工作。例如 1999 年第 1 期的试验研究栏

目中“日光温室冬春茬黄瓜产量与灌水量的关系”一

篇文章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这儿的日光温室浇水

多循经验 ,不干不浇 ,但是看到这篇文章后 ,我们建

议农户加大了灌水量 ,产量显著提高 ,经济效益也上

去了 ,农户对我们很感激。其实啊 ,是我们的《中国

蔬菜》帮了大忙 !

张文洪 (山东滕州市峄庄乡望凫村)

1992年我从报刊征订目录中发现了《中国蔬

菜》,从此我和《中国蔬菜》交上了朋友 ,我从中学到

了很多种植各种蔬菜的技术。比如 1994 年我从“杭

州市宏观调控对克服蔬菜淡季的效应”一文中悟出

了一个道理 ,就是种植淡季菜能有更大的收益 ,从此

我除种好大棚菜外又种好淡季小白菜、油菜和香菜 ,

当时油菜、小白菜每千克卖到 1 元 ,香菜每千克卖到

7 元 ,经济效益很好。1995 年 4 月份 ,我在市场上出

售甘蓝和番茄 ,一上午合计收款 950. 00 元 ,简直太令

人高兴啦。1995 年 4 期“经验交流”栏目中介绍了脱

毒马铃薯繁种与高产栽培技术 ,我又从广告中看到

天津蔬菜研究所出售微型薯 ,从那起我们十几户联

合邮购种薯 ,除自繁自用外 ,还出售给其它农户。

1996、1997 年春天我们试种过结球大白菜没有成功 ,

1997 年我从“大白菜反季节栽培技术”一文得到启

发。1998、1999 年我们试种的强势大白菜获得成功 ,

每千克售价 0. 8～1. 0 元。《中国蔬菜》着重介绍了中

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良种 ,而且广告内容实

在不夸张。我们引种的中甘 11、中甘 12、8398 甘蓝 ,

中椒 6 号辣椒及试种的亚蔬 1 号、中白 60、50 大白菜

都很好 ,没有发现什么病 ,在淡季上市 ,经济收入很

高。近两年《中国蔬菜》连载了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

技术 ,使我学会了能给蔬菜治病的本领。今年我村

新建日光温室 100 座 ,好多人没种过保护地蔬菜 ,他

们上门求教 ,我把从《中国蔬菜》所学到的技术一一

向他们介绍。我还亲自到他们温室去查看 ,当面教

他们怎样管好番茄 ,如何蘸花 ,通过放风降湿防治灰

霉病及其它病害。在温室里我发现了白粉虱 ,有好

多人不认识这种害虫 ,我对他们讲明了它的危害性

及治虫使用的农药及用黄色板涂 10 号机油诱杀等。

我是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农 ,8 年来订阅《中

国蔬菜》收效很大 ,使我走上了脱贫路 ,我万分感谢

《中国蔬菜》的编委们 ,是他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种

地人送来了宝贵的技术经验 ,使千千万万的农民走

上了富裕之路 ,祝愿《中国蔬菜》越办越好 ,更贴近种

地人。

韩灿功 (河南省商丘市瓜菜研究所)

我认为《中国蔬菜》近两年来的办刊质量有了很

大提高 ,尤其在权威性、指导性、准确性、科学性等方

面 ,较国内同类期刊发挥得更好。但是 ,与其它同类

期刊相比 ,《中国蔬菜》在时效性和服务性方面尚有

不足 ,这可能与该刊类别 (双月刊) 和性质 (学术性)

有关。为使本刊愈办愈好 ,本人有点小小的建议供

贵刊参考。①学习同类期刊的办刊经验 ,提高时效

性。本刊对当前生产有指导意义的一些栏目 ,如“品

种选育”、“经验交流”、“良种介绍”、“研究简报”等 ,

应根据蔬菜生产季节的不同 ,将有关对生产有指导

意义的文章 ,适时提前安排刊登。如贵刊 1999 年第

6 期上刊登的“花椰菜新品种云山一号的选育”和“早

熟大白菜新品种中白 19 号的选育”,能及时安排在

本刊 1999 年 2 期或 3 期上的话 ,这两个品种就能及

时地被其他一些农技推广单位和一些菜农引进试

种。这两个品种的刊登因没赶上播种季节 ,到明年

播种时 ,人们的印象可能会淡薄。②建议贵刊开办

“专家服务热线”栏目 ,以提高贵刊服务生产的质量。

该栏目可采取广大菜农来信咨询、专家分类归纳并

进行咨询解答的方法 ;亦可根据专家多年的经验和

当前蔬菜生产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由专家提出有指

导意义的建议 ,供广大菜农和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参

考 ,从而达到指导、服务于蔬菜生产之目的。

(编者注 :本刊将在“读者信箱”栏目中答读者

问 ,欢迎大家勇跃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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