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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县梨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孟 庆 珍,白 世 佳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吉林 吉林132101)

  摘 要:梨是市场上常见的水果,起源已有数千年文化历史,中国是全世界公认的梨属

三大起源之一,而赵县是全国重点产梨大县。赵县梨以果大、皮薄、肉脆、汁多、味甜著称,曾
连续3届被评为“河北省优质产品”。以河北省赵县梨产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生产、加工、
销售、品牌等方面阐述了赵县梨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赵县梨产业发展中存在着生产技术

落后、深加工比例低、品牌建设滞后、管理水平低等问题,并从加大技术研发、提高产品附加

值、强化品牌战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赵县梨产业发展的对策,以促进赵县梨

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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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华北地区最大的梨果

生产基地之一,赵县最出名的梨果种类莫过于“雪
花梨”,赵县“雪花梨”最早以“大如拳、脆如凌、甜
如蜜”闻名天下,种植栽培“雪花梨”有着超过几百

年的悠久历史,“雪花梨”的品种优越,深受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
赵县梨产业是典型的农业主导产业,现已成

为河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特色产业和区域经济优

势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商品,
并形成规模化种植,成为当地支柱性产业,推动当

地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快速发展。但近年来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交通的便利,其他相关替代

品的出现及发展,同时由于当地技术、管理及产业

化深度不足等问题,使得赵县梨产业发展较为困

难,也凸显出相关问题。同时后疫情时代,消费者

对健康,尤其是梨产业相关保健品需求较为旺盛,

也为赵县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并提出

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梳理赵县梨产业相关现

状,发现其问题,并研究相关对策就有了重要意

义。对赵县梨产业的发展现状、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掌握赵县梨产业

的发展情况,对今后如何更好地促进赵县梨产业

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进而促进赵县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

1 赵县梨产业发展的现状

1.1 赵县梨产量逐年增高,生产技术不断提高

1.1.1 梨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赵县是中国梨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具有悠

久的种植历史和丰富的梨品种,经过多年的发展,
赵县梨产业总体上占据着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
近年来,赵县县委、县政府按照“稳粮、优果、富民”
的要求,以现代农业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梨产

业,全县梨果种植面积、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第

1位。特别是近年来,通过科技创新与应用,不断

提高梨果品质和效益,梨果产业正向着规模化、标
准化、集约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2018年赵县梨树总面积达2.3万hm2,总产

量50万t,产值14亿元。在发展中,赵县加大对

梨树种植的政策扶持力度,优化梨果产品结构,发
展壮大了梨产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2022年,
赵县种植面积超过2.50万hm2,年产量60万t
以上,是全国最大的梨园产区和最大的梨果集散

地。其中优质梨面积已达2.0万hm2,是全国重

要的优质梨生产基地[1]。赵县梨产业种植面积与

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表1)。
由表1可知,截至2022年,梨产业的种植面

积已经达到了2.50万hm2,比2018年增长了

8.70%,年 产 量 达 到 60 万t,较 2018 年 增 长

20.00%。梨果的种植面积逐年增大,产量随着种

植面积的增大而稳定增长。并且由于近年来种植

技术的不断提高,产量的增长幅度大于种植面积

的增长幅度。

表1 赵县2018—2022年梨产业种植面积和产量

Table1 From2018to2022Zhaocountypear

industryplantingareaandoutput

年份 Year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面积 Area/万hm2 2.30 2.35 2.41 2.44 2.50

产量 Output/万t 50 52 54 57 60

  注:数据来源于《赵县统计年鉴》、赵县农业农村局。下同。

Note:DatasourceZhaoCountyStatisticalYearbookandZhaoCounty

AgricultureandRuralBureau.Thesameasbelow.

1.1.2 梨果产品生产技术不断提高

赵县梨的品质主要受到浇灌、修剪以及害虫

防治的影响,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赵县梨产业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从春天开始浇灌到梨树

开花以及掐花;到夏天的掐小梨、套袋,每个梨都

是从几十个小梨中精心挑选出来位置好、果形正

的梨;再到秋天采摘梨果进行一系列分拣、包装;
最后到冬天修剪树枝,已经形成了完整且成熟的

生产流程,而且在品种选育、栽培管理、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通过梨产业发展

中心与河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等科研院所合

作,开展梨产业的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等研究,
取得了一批科技成果。例如,采用大棚种植、新的

套袋技术等,以提高梨子的品质和产量。

1.2 赵县梨产品加工企业众多,深加工产品种类

逐渐增多

  赵县梨不仅口感甘甜,而且营养丰富,例如富

含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等。加工后的各类梨产品

对人身体也有很大的好处,有着清热、止咳、清心

润肺的功效。日常适当吃一些梨产品可以帮助身

体补充营养,而且梨子中的糖分还可以帮助缓解

低血糖的情况。梨子中还含有丰富的苹果酸、柠
檬酸等有机酸,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些有机酸

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道蠕动,刺激消化功能分

泌消化液,从而对于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是有

益的。适当吃梨产品还可以帮助促进排便,提高

消化能力。
赵县是全国优质梨产品加工基地,全县有着

众多梨产品加工企业,并且加工能力较强,这对于

赵县梨产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健康发展有着

巨大推动作用。例如赵县旭海果汁有限公司、赵
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金达伟业(河北)果品有限

公司等众多加工企业。加工的梨产品主要有鲜榨

梨汁、梨干、梨膏、梨酱、梨糖浆和雪梨茶等。

1.3 赵县梨产业销售规模不断扩大,营销网络逐

渐健全

1.3.1 梨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赵县梨产业发展势头也更加强劲。赵县已经

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辉”“翠冠”等品种梨树种植基

地之一。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赵县梨产业

的市场规模也在逐渐扩大,销售额也是逐年增长。
由表2可知,梨的销量并不稳定,2019年相

较于2018年销量降低,但是销售额逐年稳步增

长,而自2020年以后销量和销售额均趋于稳定增

长状态,在2022年销量更是达到了14.0万t,销
售额达到了13.0亿元。

表2 赵县2018—2022年梨产品销售量、销售额

Table2 From2018to2022Zhaocountypear

salesvolumeandsale

年份 Year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销量Salesvolume/万t 7.1 6.8 11.2 12.3 14.0

销售额Sales/亿元 6.7 7.5 9.6 11.2 13.0

1.3.2 梨产品营销网络逐步健全

赵县政府积极推动梨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
加强对梨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力度。2015年在北

京举办了“中国·赵县梨花节”,2017年在中央电

视台举办了“走进中国梨乡”大型宣传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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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举办了“中国·赵县梨花节”暨全国旅游

商品大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赵县梨产品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还建立了销售网络,通
过线上和线下渠道销售梨产品。在2021年梨农

通过直播销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在网上销售近亿元销售额,助力了农民增收致富。

1.4 赵县梨产业品牌建设逐渐加强

赵县政府积极推进品牌建设,制定了《赵县优

质梨品牌培育计划》,鼓励企业、合作社、果农等以

资金、技术、劳力等方式,建设标准化果园;聚焦发

力品牌建设,先后举办赵州梨花节、“赵州梨”丰收

节暨梨果产业发展推介会、赵州梨果产业高质量

研讨会,持续推进梨果提质增效,深层次挖掘“梨
文化”产业和古梨树资源,推广优良品种。

在2023年第六届全国优质农产品博览会(上
海)上,赵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搭建了县农特产品特

装展位,为企业提供展示平台,并对赵县区域公用

品牌“赵州梨”进行推介,促进了赵县梨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1.5 赵县政府对梨产业的扶持不断加强

赵县政府高度重视梨产业的发展,为其提供

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出台《关于促进梨果出口公

司建设的优惠政策》《赵县“雪花梨”质量安全监控

方案》等政策,通过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计划、品牌保

护等措施,并且赵县农业局多次邀请省市专家到赵

县进行梨果培训,以保障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赵县梨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产业体

系,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和较强的品牌价值,随着

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不断推

动,赵县梨产业将继续保持其在中国农产品领域

的重要地位。

2 赵县梨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赵县梨产业生产技术落后,产业整体效益低

2.1.1 赵县梨产业生产技术落后,标准化水平低

第一,赵县梨果生产技术落后,管理粗放。梨

果生产中缺少先进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大部

分果农文化程度低,管理观念陈旧,没有掌握科学

的种植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种植技术;第二,许多果

农缺乏一定的种植和管理经验,在梨树整形修剪、
施肥、病虫害防治、果实套袋等方面采取粗放管

理,生产中多采用传统的手工操作方法,这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梨果产量和质量;第三,梨果生产中

不合理的用药现象严重,农药使用不规范;第四,
赵县梨果生产中普遍存在套袋工作开展较晚、套
袋质量差、果农不愿套袋等问题,造成果个小、色
差、烂果等现象普遍;第五,梨果的储藏保鲜技术

也是梨果生产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因此,加
强梨果生产技术培训和管理水平对于提高梨果质

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2.1.2 赵县梨产业种植区域分散,资源难以实现

最大化利用

  赵县梨园比较分散、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的

带动,在缺乏规模经济的情况下,果农收入极不稳

定。一方面,投入成本高,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除浇水灌溉、喷洒农药外,涉及到人工流程的有疏

花、疏果、套袋、采摘及包装,随着人工成本的增

加,致使整体投入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小农户对

抗风险能力较差,尤其是在春季梨花初开时,遇到

倒春寒,致使梨花遭遇冻害,以及采摘季节前夕,
遇到特殊天气引致的梨果掉落等,均使得个体农

户的风险较高。在该背景下,种植及精心打理梨

树的热情降低,最终放任不管,造成资源浪费。此

外,由于梨产业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等特点以

及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梨产业重视不够,致使梨果

生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资源难以实现最大

化利用。

2.2 梨产品的销售以初级产品为主,深加工比

例低

  当前赵县梨产业主要以初级产品销售为主,
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低端,致使整个产业缺乏活力。

2.2.1 赵县梨产业加工技术落后,深度加工比

例低

  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趋于多样化,
人们越来越关注自然和健康,对梨相关产品的关

注从营养等上升到新鲜、安全以及美味上,这就要

求梨产业需要在加工过程中运用更加先进的技

术,如冷杀菌、中等温度灌装技术、酶技术以及膜

技术等,但当前赵县80%以上的梨树种植以个体

农户为主,秋收季节个体采摘售卖到中间商处,为
典型的初级产品,缺少产业化经营,深度加工比例

极低,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且在该过程中没有定价

权,销量高低、损耗均由自身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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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赵县梨果产品结构单一,不能满足市场多

样化需求

  在赵县梨果相关加工产业中,存在较多问题。
一方面,加工品类较少;当前赵县梨果相关的加工

产业主要集中在梨汁、梨糖、梨膏及梨罐头上,由
于相关技术投入较少,整体上产品结构单一,相关

产品较为小众,且整体质量及口感并不突出,市场

影响力较低,加之销售能力欠缺,与其他水果深度

加工产品如橙汁、苹果醋等存在较大的差距,进而

使得效益低下,反过来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另一

方面,加工品类相近,众多加工厂仅仅依靠梨一种

水果,其在原材料供给上存在季节和周期性,这就

使得多家相关厂商的产品及口味、风格上存在极

大的相似性,缺少差异化和独特性,并不能满足市

场的多样化需求[2]。

2.3 赵县梨产业营销水平低,产销服务体系不

完善

  第一,赵县梨果营销仍以传统的批发和零售

为主,缺乏现代市场营销手段和组织管理体系,导
致梨果销售渠道狭窄,市场竞争力弱,每年都有部

分滞销,严重影响果农收入。
第二,由于梨园比较分散、规模小、缺少龙头

企业的带动、销售渠道单一,梨果销售价格较低,
果农收入不稳定。以2022年为例,赵县梨产量接

近60万t,平均售价为0.45元·kg-1,虽然总量

达到了60万t,但人均仅有500kg,人均增收并

不明显。同时,由于梨果的销售渠道单一,大部分

果农的收入只能依靠梨果销售。目前全县90%
以上的梨果都是通过客商收购或直接销售到外

地。这种方式不仅不能保证梨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还严重影响了果农收入的稳定提高。
第三,在赵县梨产业发展过程中,缺少全产业

链的发展以及经营意识。这就使得梨果仅仅是农

产品的价值,而没有发挥出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尤
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消费者不仅仅关注消费产品

本身,更关注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情绪价值。当

前赵县梨产业衍生出梨花节、采摘节等,但仅限于

农家乐式的相对比较低端产业互动,整体吸引力

和市场影响力不足。

2.4 赵县梨产业品种繁多,品牌建设滞后

赵县梨产业品牌建设滞后,全县现有注册商

标仅1个,没有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梨果整体质

量参差不齐,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品牌。同时,品
牌知名度低、影响力小,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品牌体

系。赵县梨果种类丰富,各具特点,但是梨果市场

缺乏统一规划和布局,在市场建设方面缺乏资金

支持和引导,整体规划不合理、不科学,不利于梨

果产业发展。目前,赵县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梨

果专业市场和专业品牌。赵县梨果有以下五大种

类,特点见表3。
由表3可知,赵县梨果种类繁多,但特点大都

相似,种类特色不突出,例如赵县最出名的是“雪
花梨”,然而“皇冠梨”“贵妃梨”等口感都要比“雪
花梨”好,但是却鲜为人知,导致梨农在种植时,常
常会选择大众都知晓的“雪花梨”,而少有选择“皇
冠梨”等种类的,这就导致“黄冠梨”等种类发展潜

力被埋没,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品牌。

表3 赵县梨果种类、特点

Table3 Typesandcharacteristicsofpearfruitsin

Zhaocounty

种类

Type

特点

Characteristic

雪花梨

Snowpear

赵县特产,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营养丰富,成熟

期早;耐储存

鸭梨

Yali

栽培历史悠久,因其果梗部状似鸭头而得名;质地鲜

嫩多汁,酸甜可口,富含多种矿物成分

皇冠梨

Crownpear

早熟品种,故又称“早黄金”,具有皮薄、肉厚、甘甜、多

汁的特点

红香酥

Hongxiangsu

果面洁净、光滑;果肉白色,肉质紧密,石细胞少,品质

极上

贵妃梨 Kieffer 开胃护肝,清肺止咳;价格便宜,甜而不腻,汁水丰沛

2.5 赵县梨产业质量安全体系不完善,管理水

平低

2.5.1 赵县梨产业质量安全体系不完善

赵县梨产业在果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中缺少

具体的落实措施和有效的管理措施,果品质量安

全体系不完善,在生产环节上缺少严格的技术规

程、生产记录,在流通环节上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检

验制度,在市场方面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部门,不
利于梨果质量安全体系的建设。果农之间缺乏团

结协作的意识和凝聚力,导致整个梨果产业缺乏

竞争优势。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绿色消费逐渐成为

一种趋势。赵县梨果生产中农药、化肥施用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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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梨果品质下降,污染严重。另外,随着工业化

进程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赵县梨果产业环保意识和可

持续发展意识低。
2.5.2 赵县梨产业管理水平低

赵县梨果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时间不长,还处

于初级阶段,无法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梨果专

业合作社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服务能力较差;缺乏

具有较高管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管理人员;果农

的生产管理水平低,对先进实用技术的接受和掌

握能力不强;梨专业合作社自身建设、管理机制不

完善,资金不足;缺乏梨专业合作社之间以及与其

他产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市场讯息落

后,农民会缺少有效的市场信息和经济常识,往往

根据往年的市场反馈,进行品种选择和嫁接,但存

在生长周期长等问题,至挂果时,市场供给早已饱

和,收益风险高。缺乏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利益

分配机制不够完善,农业生产社会服务化水平低。

3 促进赵县梨产业发展的主要对策

赵县梨产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必须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扶持、企业为主、市场导

向”的思路,在强化品牌建设上下功夫,在提高产

品质量上做文章,在提升产业效益上求突破,在拓

展销售渠道上下功夫,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加快推

进现代化进程。围绕这一思路,结合赵县实际情

况,可采取如下对策措施,加快推进赵县梨产业转

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3.1 加大赵县梨产业技术研发,推广高效的种植

栽培技术

3.1.1 加大梨产业科研投入和培训力度,提升创

新能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与技术对产业的考验

也更加严峻,欲要在未来的竞争市场中谋取生存

与发展,就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用时代的技术

来哺育自身的发展。对于赵县梨产业的技术建

设,要加大科研投入,依托科研院所,建设一批研

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提升赵县梨产业的科

技创新能力;加大科技培训力度,对全县果农和企

业管理人员开展培训,不断提升其管理水平和科

技应用能力;创新农技推广机制,鼓励成立梨产业

技术协会等组织,搭建技术交流平台,加快新品

种、新成果的转化推广,推进赵县梨产业健康发

展。通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使广大果农掌握标

准化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同

时,鼓励农民采取多种形式合作组织,增强自我发

展能力,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产

业化经营模式,走出一条“企业+基地+农户”的
发展路子。

3.1.2 强化梨果企业校企合作,加强“产学研”
结合

  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构
建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开展产学

研合作,通过技术承包、技术入股等形式,加强与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培养梨产业技术骨干

人才,进一步完善赵县梨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

3.1.3 建立健全梨产业县、乡、村三级技术服务

体系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技术服务体系,建立

专家基层服务站,为果农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技

术指导与服务。充分发挥乡镇农技推广中心的技

术指导作用,重点加强梨产业产后环节技术指导,
如果实套袋、树干涂白、合理负载、水肥一体化等,
提高果实品质;建立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及时发

布病虫害预报信息和防治方案,实现果园病虫害

早发现、早控制[3]。

3.2 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梨果全产业链

3.2.1 提升梨果经营意识,打造梨果全产业链

农业全产业链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产

物,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前提,能够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农业生态涵养功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开发绿色生态高附加值产品,遵循高

效利用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社会及媒体等向果

农传输相关理念,提升其经营意识,进而提升梨农

收入水平和种植热情。

3.2.2 学习先进经验和管理办法,打造梨产业深

度加工产业链

  学习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打造梨产业深度

加工产业链。政府负起管理责任,引导企业走出

去,以具有一定规模化经营的企业,同时招商引

资,引进国内大型相关企业、集团及先进设备,提
升相关企业深度加工的能力,并且拓宽梨产业的

加工品类,如学习安徽砀山县梨产业发展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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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开发出高端的酥梨罐头、梨膏、梨酒等传统品

类,也基于为消费者关注健康和绿色的消费趋势,
顺势推出梨多酚、梨酵素等当下较为热门的保健

产品,同时与其他水果合成复合饮料,实现果农和

企业的双赢,最终形成以水果加工产业链为纽带

的企业簇群和块状经济,成为全国水果加工第一

大县[4]。

3.3 完善赵县梨产业产销服务体系,构建完善农

产品电商体系

3.3.1 加强技术服务,提高科技含量

建立梨产业服务体系,加强技术服务、信息服

务和市场营销服务,对梨果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加大梨果生产科技含量,重
点在梨新品种、新机械上下功夫,提高梨生产科技

含量,如设立田间气象台、土壤检测设备、果蝇诱

捕装置等,并充分利用农技推广部门现有的技术

力量和设施,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梨产业发展专家

咨询团;还要充分发挥梨产业协会的作用,对梨果

生产从育苗、栽植到管理、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

指导。

3.3.2 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

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加快建设

县级物流信息平台和乡村物流服务站点,建立农

产品采购、批发、运输等物流服务体系,鼓励和支

持从事农产品流通的企业或合作社,建立区域性

农产品配送中心,引导现有的农村经纪人和专业

合作社拓展业务,打造一批集批发交易、仓储运

输、品牌包装、信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综

合物流中心,提高物流配送能力和水平。
并且要创新市场营销机制,鼓励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果品经纪人建立大型市场营销网络和专业

批发市场,支持他们开展农产品网上营销业务,构
建完善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体系。

3.3.3 联动赵县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打造跨产

业链发展

  联动赵县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打造跨产业

链发展。赵县旅游资源丰富,“天下第一桥”赵州

桥、千年古刹白林禅寺、前年古塔陀罗尼经幢等每

年吸引大量的游客,梨区应以此为契机,打造典型

的梨园风情,配合梨花节、采摘节等打造独具特色

的梨园风情旅游,以文化之力为链条赋能,推进产

业创新,提升其影响力和IP价值[5]。

3.4 强化赵县梨产业品牌建设,增强品牌影响力

近年来,赵县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梨产业的

发展,将其作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抓,通过建

立产业化经营模式,加快“赵县梨”品牌建设步伐,
不断扩大知名度。在梨产业发展上,坚持走“一业

为主、多业并举”的道路,走产、供、销一体化经营

的路子,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科

技示范推广为手段,建立了以“赵县梨”为主的水

果生产基地和以“赵县梨”为主的系列产品。
在品牌建设上,第一,加快梨果标准化建设,

加强科学种植管理,提高果品质量,创建品牌;
第二,充分发挥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和管

理,引导企业以“赵县梨果”品牌为核心,加快产品

开发力度,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高端精品梨;
第三,鼓励企业和合作社积极参加中国农业博览

会、河北农博会、中国果品交易大会等专业展会,
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加强“赵县梨”地理标志的保

护和管理;第四,加大对“赵县梨”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范围内的水果生产、经营企业和农户的扶持力

度,对不规范使用“赵县梨”地理标志产品标识、假
冒“赵县梨”品牌、违法使用标志产品标识的企业

或个人加大处罚力度。

3.5 加强赵县梨产业质量管理,提升管理水平

3.5.1 强化合作社对土地的经营管理,稳定农户

收益预期

  赵县的农业合作社首先应加快建立健全土地

托管服务机制,强化合作社对土地的经营管理。
其次,引导合作社与农户开展联合与合作,推行

“订单农业”,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引导合作

社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盈余返还、
二次返利”制度,增强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引导合

作社与农户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实行保底收购、利
润返还、二次返利等利益分配机制,稳定农户收益

预期。再次,还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

平,推广“企业+基地+农户”模式,通过产业化经

营建立统一的产供销体系。
3.5.2 建立和完善农业投入品监管体系

质量是每位消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赵

县梨产业想要在竞争愈发激烈的水果市场中开辟

一条康庄大道,就要把握产品质量,提高自身产品

竞争力。建立健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积极

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规范化管理,加强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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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所以要优化产

品,就要建立和完善农业投入品监管体系。加强

对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

农业投入品登记、使用管理和产品追溯制度,严把

进县关,防止不合格农资进入梨果生产基地[6]。

3.5.3 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标准化建设

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标准化建设。加强产地

环境监测和评价,实施“一控两减三基本”行动,推
行“三园”建设,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严
格控制化肥农药施用量,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开展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开展绿色防控技术

培训,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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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tatus,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
AnalysisofPearIndustryinZhaoCounty

MENGQingzhen,BAIShijia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Jili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Jilin,Jilin132101)

Abstract:Pearisacommonfruitinthemarket,witharichculturalhistoryspanningthousandsof
years.Chinaisrecognizedasoneofthethreemajorcentersofpearoriginworldwide,withZhaocounty
beingakeypear-producingregioninthecountry.Zhaocounty'spears,areknownfortheirlargesize,

thinskin,crisptexture,andjuicy,sweetflavor,havebeenratedas‘HighQualityProductsofHebei
Province’forthreeconsecutivesessions.Thisstudyexploredthedevelopmentofthepearindustryin
Zhaocounty,focusingonproduction,processing,sales,andbranding.Itidentifiedchallengessuchas
outdatedproductiontechnology,lowlevelsofdeepprocessing,laggingbranddevelopment,and
inadequatemanagement.Thestudyproposedstrategiestoaddresstheseissues,includingenhancing
technologic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creasingproductvalue,strengtheningbrandstrategy,and
improvingproduction managementtopromotethehealthydevelopmentofZhaocounty'spear
industry.
Keywords:Zhaocounty;pearindustry;standardized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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