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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冠时期”湖北省促进农业发展措施、 

困境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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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2020伊始，湖北省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并迅速肆虐中国大地。此次疫情导致湖北省农业生产活动暂

缓，成本增加，供给紧张，乡村旅游萧条。为尽快减少疫情对农业方面的负面效应，国家出台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而面对“后新冠时期”，湖北省农业发展还面临着如何利用政策福利，持续维持经营发展的困境。建议

通过政府加强力度和引导，拓宽消费市场，加强科技合作等方面，使湖北省农业在“后新冠时期”稳步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湖北省农业 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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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为了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武汉市在 1月 23日实施“封城”，其他地方政府也开

始实行严格的防控措施，限制禁止人员的流动。“封城”防控措施对湖北省农业农村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湖北省统计局报告显

示，湖北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在一季度下降 25.3%。由于湖北省农业农村的发展基础薄弱，经营主体质量不高等问题的存在，疫

情对湖北省农业的影响存在持续性。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疫情终将会过去。当前最重要的是湖北省农业尽快恢复发

展，减少损失，保障供给，稳定市场。因此，本论文首先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农业的具体影响，接着分析在引导湖北省

有序恢复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和遇到的问题，最后提出“后新冠时期”进一步加强湖北省农村经济有序发展的对策建议。 

1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农业的影响 

1.1对种植业的影响 

根据湖北省 2月的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报告，全省 23个早稻生产地区中，有 15个属于高风险，7个属于中风险，仅有一地处

于低风险区。按照分区分级疫情防控要求，绝大部分早稻产区仍以疫情防控为工作重点，水稻春耕备耕与往年相比普遍推迟了

10～15天。同时，2020年湖北省规划早稻播种面积调整到 100khm2，较上年减少 33.33khm2，造成水稻产量降低。 

对种植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在，因为防疫政策的抓紧，市场对生鲜蔬菜等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价格高于同期市价。由于

封锁导致大量种植户的产成农产品无法及时供应市场，造成产品积压。根据荆州统调队对其下辖的乡镇种植菜农的调查了解到，

洪湖、公安等一些蔬菜种植户蔬菜压货严重，导致 2万多 kg蔬菜过期溃烂；一部分因疫情期间运输不畅，一季度销量下降六成，

且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5%，收益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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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肉禽养殖业的影响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养殖户承担的饲料费、消毒防疫、雇工费等成本快速上涨，肉禽养殖行业进入高成本、高风险

阶段。并且全省生猪养殖行业仍以中小规模养殖为主，2019年底全省中小型生猪养殖场户出栏 2379.2万头，存栏 1245.0万头，

占全省的 74.6%、77.0%，绝大多数养殖户都存在资金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防疫水平较低等问题，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小

型养殖业持续经营有一定的困难。 

疫情对湖北省农业的影响同样体现在禽蛋养殖业，湖北多地饲料厂延迟复工，农贸市场暂停活禽交易，使得禽蛋养殖业所

需的饲料和兽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由于存料不足甚至缺料，湖北地区部分养殖企业为了减少饲料损耗甚至将幼禽进行填埋。 

1.3对乡村休闲观光农业的影响 

春节是乡村旅游观光和休闲的黄金时期，湖北省 2019 年春节假期，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288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6.2

亿元。受此次新冠疫情影响，湖北省一季度文化旅游产业收入仅为去年同期的 28%，营业额同比减少 1270 亿元以上，各地 240

家乡村旅游地收入基本为零。 

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农业观光型乡村企业的乡村采摘、观光休闲、民宿风情等项目均被迫关闭，无法得到预期回报。另

一方面，受疫情影响，部分乡村旅游企业，现有的经营场地租赁支出和日常费用，以及员工薪酬开支等经营费用需要支付，还

新增了防疫方面等额外费用开支，使得资金出现紧张甚至断裂现象。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统调队对林区 22家旅游企业的调研报告

指出，17 家企业账上资金仅能维持 1-3个月的基本运转；其中 13 家还贷压力较大，占 59.1%;22家企业前期投入的采购防疫物

资、设备费用支出达到 110.8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 8.7%。 

2 湖北省针对疫情采取的措施及“后新冠时期”面临的困境 

针对上述问题，为确保不误农时，减少新冠疫情对春耕的影响，保证粮食和农产品稳定供应市场，湖北省政府出台一系列

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的文件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2.1针对疫情湖北省政府采取的积极举措 

首先是保证春耕所需的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的充足供应，满足春耕生产的需求，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为避免

过多人员聚集，采取分散、有序的方式开展农事；其次，湖北省为农副食品流通企业开通绿色通道，依据湖北省防指 90号、99

号文件精神，湖北省各地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等部门积极保障饲料、畜禽养殖等涉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协调各类企业运力需

求，确保物流和交通通畅；另一方面，为解决肉禽和蛋库存堆积的压力，各地政府疫情期间组织直供点向产地直接采购，相应

地减轻了养殖业的负担。第三，为刺激和尽早恢复旅游市场的活力，湖北省各地政府分区分级，在严格防控的基础上，在全省

低风险的地区逐步恢复开放山岳型景区、开放型景区等室外旅游场所，避免全面封闭的“一刀切”，为全省文旅产业恢复发展

营造良好氛围。 

2.2“后新冠时期”湖北省农业发展的困境 

湖北省通过有力的政策手段，缓解了疫情期间湖北省农业发展较为突出的问题。但是面对国际疫情愈加严峻，世界经济下

行的大环境下，受疫情影响下的农产品销售难题、涉农企业持续经营困境如何解决，如何保持“后新冠时期”湖北省农业未来

稳步发展依然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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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经营主体经营难。 

国家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在疫情可控的情形下早日复工复产，并给出政策支持。但由于政策执行的力度不够、执行不到位，

许多经营主体并未享受到该有的福利优惠。另一方面，许多受损的中小企业实际上生产经营抗风险能力较差，又受此次疫情冲

击，对今年市场信心不足，而选择不投入过多成本来维持经营。 

2.2.2农产品销售压力依然存在。 

疫情期间，因为交通的封闭造成大量滞销。虽然给涉农的企业打开了绿色通道，大多数种养企业及规模户的销售方式还是

习惯于传统的“面对面”“点对点”的线下销售模式，销售渠道单一、传统，造成疫情后期积压农副产品去库存进程缓慢，销

售压力依旧存在。 

2.2.3对旅游业影响持续，信心恢复难。 

因为疫情的持续影响，相对于第一、二产业可以在疫情后可防可控的状态下，较快地恢复生产。由于乡村旅游业的收入都

来源于游客，处于对疫情的“恐惧感”和“后遗症”，公众的出行、娱乐等旅游消费活动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到原有水平。

疫情下的乡村旅游可能面临人员聚集风险，旅游业信心恢复难。同时担心受疫情冲击的负面影响，湖北省的特色乡村旅游会有

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被市场和大众接受，乡村旅游业的低迷会持续较长时间。 

3“后新冠时期”湖北省促进农业发展的建议 

3.1加大政策力度，为受损农业经营主体减负 

为减轻疫情期间湖北省农业经营主体的负担，建议政府加大政策力度，帮扶困难农业经营主体。第一，减轻农村企业税收

压力、降低非税费用负担等，受灾企业严重的申请延长缴税期限来熨平疫情短期影响；第二，政府为有资金缺口和贷款需求的

农业企业，出台适当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中小微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第三，提倡社会减少对农业经营

企业场地租金，减轻农村企业的费用负担。 

3.2优化农业产业，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 

通过此次疫情，大众对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媒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利于开展和拓宽农产品销售新模式。加速推进农

户、合作社与电商平台合作，积极开展直播带货销售模式，充分利用优质电商平台、直播平台对接湖北省农产品滞销问题；其

次，要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和小农户建立更为紧密的产销合作机制，拓宽本地销售渠道。 

3.3加强科技和农业的合作，推动联合建设 

本次疫情让农业生产多个环节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也凸显出科技支撑的重要性。一方面，应进一步提升“农业应急”科

技支撑和技术治理能力，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农业应急预案。在湖北省农业生产管理上，更新相适应的科学管理方法机制、

应用技术的指导，加快构建农业农村领域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体系，提高疫情防控反应速度和防控水平。组织协调具有技术资

源和学术资源的科研院所和高校，集合现有本省存在的农业农村技术问题给出科学的指导。另一方面，对于此次疫情暴露出的

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以及销售各个环节的短板，需要加强科技与农业产业链的联合，提升农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发挥科技的

力量引导和带动农民和经营者，推进湖北农业农村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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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刺激乡村旅游市场，逐渐恢复活力 

为刺激国民经济，多地确定并出台 2.5 天休息日，鼓励居民进行消费活动，恢复湖北乡村旅游活力。疫情逐渐控制后，乡

村休闲旅游业主体应抓住政策刺激农村地区经济稳步发展，适应现代健康生活方式，适当转变经营方式，主打健康绿色生活；

与此同时也需要防范人群聚集、客流控制，加强员工培训服务等保障。另外，通过旅游优惠、门票预售、医护人员免票政策等

推动湖北旅游市场回暖，借助多种新媒体渠道对湖北旅游品牌进行宣传，以良好的形象增强湖北文旅吸引力，聚人气、树口碑，

消除疫情对游客的心理影响，通过吸引客群来刺激湖北乡村旅游业，逐渐恢复农村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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