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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以

招引“三资”和国家级、外向型龙头企业为手段，促进

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优势区域集聚，加快培育壮

大一批规模大、出口创汇能力强的蔬菜加工龙头企

业，形成蔬菜加工企业群体。
通过建立风险基金、最低保护价收购、适当返还

利润等措施，密切龙头企业和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开拓市场、引导基地、加工

增值、科技创新、标准化生产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

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带动基地、基
地联接农户的产业化运行机制。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资

产重组等形式实现大并小、大带小，提高现有蔬菜龙

头企业的竞争力。
鼓励和推进蔬菜产业走产、学、研联合的路子。重

点突破加工、保鲜、贮运等薄弱环节，加快开发和推广

蔬菜采后处理技术，开发和生产适销对路的蔬菜加工

产品；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加快新产品开发的步

伐，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

竞争力。
围绕淮安市蔬菜特色，优化整合各种资源，做大

做强主导产品，增加蔬菜的出口量。做好蔬菜产品

质量体系建设，加大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力度，

加强投入品综合整治，切实搞好无公害产品配套

技 术 的 推 广 应 用 ，从生产源头保证出口蔬菜的质

量，实行产业化开发、企业化运作，创建一批名牌 蔬

菜产品。
加大农业招商力度，通过改造一批、嫁接一批、新

上一批能够带动蔬菜产业发展的农业外向型项目，在

引进国外资本、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管理理念的基础

上，加快淮安市蔬菜产业“走出去”的步伐。注重农业

整体品牌推介，每年组织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基地，在

全国主要大中城市举办农产品展销会、洽谈会，同时

利用淮扬菜美食文化节等活动平台，广泛推介淮安蔬

菜等农产品。
3.6 加 强 基 地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对 蔬 菜 农 户 的 扶

持力度

加强蔬菜规划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有一定连片

规模蔬菜生产基地的沟、渠、水、路、电等基础设施配

套给予政策扶持。鼓励、扶持高投入、高效益的设施栽

培蔬菜、外向型蔬菜产业发展，扶持有显著地方特色

和较大发展空间的蔬菜产业发展，鼓励蔬菜品牌建

设，鼓励科技人员参与发展蔬菜产业。
3.7 加强蔬菜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要加强蔬菜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加快蔬菜专业技

术人员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市县两级蔬菜品种和技术

示范园区，明确功能定位。加大对技术工作的重视和

扶持，发挥好蔬菜技术人员和示范园区的职责和功

能，致力于蔬菜高效生产技术的原始技术创新、集成

技术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后的技术再创新，进一步增

加蔬菜产业科技投入，集中财力和科技力量进行科技

攻关，每年解决 2～3 项影响蔬菜产业发展的关键问

题，使蔬菜产业科技工作成为淮安市蔬菜产业发展的

先导和支撑，为发展现代高效蔬菜业提供可持续的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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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津优 3 8 号

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新育成的黄瓜一代杂种。耐低温，耐弱光能力特别突出。瓜长 35 cm左右，产量高，商品性明显好于当

地其他品种，把短条直多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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