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发育城乡统一的

劳动力市场,完善人口城市化的传导机制

总的而言, 就是要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机制, 变�离土不离乡�为�离乡也离

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超过 1. 5亿人,到本世纪末,仍有 1. 5亿人

需要转移, 这种�离土不离乡�再造就了一批
兼业用户和�两栖农民�,使高度分散和超小

型农户得以固化,现代农民的组织形式和结

构体系无法建立。为此, 我们要改革城乡分

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制度阻断了农

民向城市转移的通道, 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得

不就地消化,结果形成只有农民流动,没有农

户流动,既不能促进耕地的合理流动、集中,

又导致愈演愈烈的�民工潮�。只有打破�农

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壁垒,按照国

际惯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剔除粘附

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

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前地位平等,才能彻

底斩断土地这个传统纽带, 建立起新的城乡

统一的以身管理为主的户籍管理制度,以适

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凭

借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劳动的有效转

移。通过中介组织积极引导,无差别地将农

村剩余劳动力融人城市人才市场中,培育好

劳动力市场,提高转移的劳动者素质,健全劳

动服务组织,开放劳动力市场,按市场经济原

则运行,建立网络配套的服务机构,为劳动力

的转移就业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保障其安全

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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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秋葵又称食用秋葵,俗称羊角豆,系一

种高级的食其嫩果的蔬菜, 原产非洲和亚洲

热带, 我国唯台湾栽培较为普遍, 近几年来,

在漳州地区有零星种植。

一、特征特性

台湾黄秋葵是喜高温多湿的作物, 为锦

葵科一年生草本, 叶大、掌状,具 3~ 7裂,似

蓖麻叶。花黄色, 单生于叶腋间, 塑果长椭

形,顶端具长喙,五角形或六角形, 状似羊角。

单株可挂果 40~ 50个, 株产 11. 5kg。嫩果

入肴极佳,腌渍与制成罐头均属上品,成熟的

种子炒熟磨成粉、可作咖啡的代用品。

二、栽培技术要点

精细整地, 施足基肥 � 大田翻犁耕耙后,

每亩施土杂粪 1000kg, 复合肥 50kg, 然后按

畦带沟 90cm 作高畦,沟宽 30cm, 深 35cm。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 选用高产、优质的

台湾 485 号黄秋葵品种, 于 4 月中、下旬播

种,播种前要浸种催芽,待幼芽露出种皮后直

接播种大田, �单行条播, 当幼苗长到 3- 4叶

片时, 按株距 35~ 40cm 进行间苗, 去弱留

壮,亩株数 2000株。

精心管理, 防治病虫 � 间苗后进行第一
次追肥,一般每两周追肥一次,前期宜采用薄

肥勤施,每亩用碳铵 10kg, 过磷酸钙 20kg 加

水浇施。当苗长到一定高度时,每株插一支

长 1m 的小竹竿作支柱, 把黄秋葵的主枝绑

其上, 以防结果多时倒伏。水份管理掌握沟

底不见白为宜,病虫害主要有立枯病、疫病、

蚜虫、红蜘蛛等, 可用 50%多菌灵 600倍液

加 40%氧化乐果 600倍液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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