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3153

“三高”农业方兴未艾

“三高”农业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1992 年 6 月 26 日，全国“三

高”农业现场会议的代表到横栏镇参观，国务院及广东省政府有关

负责人对横栏镇给予高度评价：“从横栏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看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美好前景！”

横栏镇有当年中山农村发展“三高”农业的缩影：一是以科学

技术为先导，从省内、省外的科研单位、高校引进种植和养殖最新

科技成果；二是建立一批农业开发示范基地，集中科技和经营人才，

20 世纪 90 年代的室内育秧（黄春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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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通过基地的生产与经营直接获利，又为农民提供辅导和服务。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山市（县）注意调整农业生产布局，

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提出广泛开展“创

高产、高效益、促致富”的活动，当时的“农业多种经营”及“开

发性农业”就演变为后来的“三高”农业。

1981 年起，中山开始调整农业布局。1984 年，中山改变过去“以

粮唯一”的农业生产布局，调整经济作物与禾田的比例，并在确保

国家粮食任务的前提下，容许承包户适当改种一些高价作物。此后，

逐步调整比例，扩大甘蔗、蕉果和水产的种养面积，发展优质鱼虾，

抓好科学种养，实现农产品低值变高值和加工升值，为农业增产增

收创造条件。

1985 年，中山在农业方面全面出击，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在该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山市政府提出自 1985 年至 1990 年，要按

照“贸工农”的方针，根据国际市场和港澳地区的需要，“在有计

划地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的同时，抓住肉、蛋、奶、禽、鱼、糖、果、

花八个字做文章”。中山市政府的这一发展思路，简言之便是高产、

无土栽培草莓（引自《中山（1998）》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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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效。

到 1986 年春，中山市政府将水稻的种植面积稳定在 64 万亩

左右，并引导农民向开发性生产进军，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大搞

种果造林，采用先进的耕作方法，开拓农业种、养、加工等新领域。

中山农业布局的调整，带来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带动农村劳

动力分配结构发生变化，一大批劳动力从中分流出来，为土地逐渐

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生产逐步纳入专业化的轨道创造了条件。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1984 年底，中山市分别承包稻田 50 亩以上、甘

蔗田 20 亩以上或鱼塘 10 亩以上的农户达 1.6 万多户，占农户总数

的八分之一。他们承包的耕地和鱼塘占全市耕地和鱼塘总面积的

40%。与此同时，社会分工也随之进一步变细。以承包鱼塘的专业

户为例，一般承包十几二十亩鱼塘的农民只须将主要精力放在看管

鱼塘和投放饲料上，其余的工作皆有细致分工：鱼苗、饲料有专业

部门供应；养鱼网具、抽水机、增氧器等可以租借；捕捞、收购、

运输等有专业户经营。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农业生产能更好地朝着

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

1992 年，由于大力发展“三高”农业，中山市的第一产业生产

总值达到 16.47 亿元，是 1978 年的 6 倍。1993 年，中山市第一次将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本文改编自邱霖巧：《“三高”农业方兴未艾——1984—

1992 年转型中的中山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