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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普期刊要以特色服务“三农”

周国清　　易定红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系，４１００８１，长沙）

摘　要　农业科普期刊以特色服务“三农”，就是要让农民看得
懂、用得上，做到内容“新”“实”并举，栏目设置个性化，并且随

着形势的变化而有针对性地创办专门性的农业科普期刊，从真

正意义上拓宽读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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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农村的建

设和发展要走科教兴农之路，需要科技扶贫致富，大力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而被誉为“不抽烟、不喝酒

的农艺师”“脱贫致富的好帮手”的农业科普期刊，能

帮助农民学科技、用科技，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１］。作为办刊人，应以广阔的胸

怀拓宽服务领域，实践为国分忧的抱负［２］，充分发挥

农业科普期刊以特色服务“三农”的功能。

所谓特色，就是与众不同，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

新、人新我优、人优我特。杰出出版家邹韬奋先生说：

“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

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

不可。”［３］农业科普期刊也不例外。

１　让农民看得懂，用得上

　　看得懂，就是强调农业科普期刊的通俗性，即从农
民的实际阅读水平出发，尽量用农民的语言和思维习

惯深入浅出地表述内容；用得上，就是内容定位明确，

针对性强，符合农民的生产生活要求，提供实际而有用

的科技知识，为其生产实践活动服务。正如一位农民

读者对《新农村》编辑所说的：“不要告诉我为什么，只

要告诉我怎么做。”［４］这反映了广大农民读者的心声，

要求作者与编辑共同努力。

从普及的宗旨来说，作者要有强烈的读者意识，有

明确的为农民读者写稿的理念。编辑须站在农民读者

的立场上，积极发现和培养这类作者，引导其表达方

式、写作风格，使其符合农民的阅读需要和实用需求。

编辑还应提高稿件加工能力，做到举重若轻，通俗易

懂，“要贴着农民读者的耳朵说话，不要隔着窗子喊

叫”［５］。《农村百事通》对采编的内容提出“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一点就通”的要求，每位编辑（记

者）与３０名以上的读者保持经常性联系，了解其要求
和感受，并深入农村一线采写稿件，及时报道农村改革

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使刊物保持一种让读者

喜闻乐见的魅力［６］；《农家参谋》在约请作者撰稿和编

辑加工时，尽量使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行文生动活泼，

新颖有趣［７］。

看得懂、用得上还应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可利用

图片说话，让农民照着图解与说明去做，比看文字容易

得多。图文并茂，形象直观，有助于农民读者理解抽象

的事物，从而引导其逐渐以科学替换传统思维和行为

习惯，推广崇尚科学、遵循科学规律的理念［８］。农业

科普期刊可以以图为主，以文为辅，以图解的形式叙说

农业技术，引导农民读者对照图阅读，照着图去做，易

学易懂。在写好文字的同时，也要增强形象化。例如：

选择好封面的彩色照片，使其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利

用封底传播农业知识，适当安排动植物病虫害的彩色

图谱特别是一些平常难以识别的病虫；封二、封三可设

计几组技术照片，使农民读者对一些技术措施的应用

有直观感；内芯可加一些艺术性强、形象逼真的插图和

题图，既美化版面，又优化阅读效果。改版后的《农村

百事通》增加了彩色中插，直观介绍动植物优良品种，

整本刊物图文并茂［６］。果树类科普期刊《果农之友》

排版新颖美观：每个栏目均有独特漂亮的卡通标志和

图案，文章标题、栏目标题与正文根据内容的不同而采

取不同的颜色，配以与之相关的果品图片；左右页采用

最时尚的脚注呼应设计，再辅以精美的边框，整个版面

主次分明，亮丽醒目；四封及插页均为铜版纸全彩印

刷，书脊整齐美观，令人爱不释手［９］———真正以其灵

活有效的形式达到了服务“三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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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内容要“新”“实”并举

　　与百姓故事、民间传奇之类的通俗文艺期刊相比，
农业科普期刊既要求新，又要务实。“新”指新鲜、有

特点；“实”指实在、有价值。文章选题要新颖，符合农

村实际，能给农民朋友带来真正的实惠，因为农民是最

讲实际和实用的。“新”，是期刊活力的重要特征。新

技术、新品种、新经验和新信息是刊物内容的重点［１０］。

所以，技术上增加与农村经济有联系的选题，例如：介

绍农作物新品种的种植技术，不仅要技术先进、可操作

性强，而且要有市场需求和推广前途；刊登畜禽供种信

息，既要品种优良，又要市场销路广，经济效益好。报

道内容要以最新实用技术为目的，一看就懂，一用就

灵。例如，现在人们对螃蟹越来越喜欢，可以及时报道

其市场行情与适养品种，介绍其常规养殖技术与成功

的养蟹经验等，给读者以技术指导，并使其对养蟹有更

系统的了解。

农民读者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最终使用者，其选择

和认同是判定农业科普期刊是否直接服务农民以及服

务质量高下的标准［１１］。农业科普期刊的“新”和“实”

最终以能否满足其实际需求及产生的效益即应用价值

为旨归。

《农村新技术》的《信息荟萃》《市场营销》《致富

点子》等栏目，每年刊发信息４８０多条，提高了农民学
习新技术的兴趣。据抽样调查，读者每年通过学习该

刊的这些信息而创收１万～５万元的有２万５０００人，
超过１０万元的有上万人。如广西临桂县两江镇二圳
村农民黄族荣于２０００年偶然在报刊亭发现《农村新技
术》，被其中的《医疗保健》《种植园地》《植物医院》栏

目深深吸引。他把该刊介绍给村里的几位病友，病友

按其提供的药方，服用一段时间后，病情明显好转。他

还把《种植园地》里的新技术运用于自家果园，经过实

践，总结出一套罗汉果快速开花挂果技术，使其提前

１５ｄ开花，仅此一项就增收５０００多元［１２］。

当然，“新”并不是用“新奇”来“拉拢”读者，刊发

名不副实的猎奇内容，走入选题的误区。新鲜生动须

立足于一个“实”字，不能让读者只猎新奇，阅而无用，

而应以“实”求“新”，以“新”显“实”。

农业科普期刊必须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及时刊登农业领域先进的实用技术和准确的市场信

息，指导和引导农民读者在生产实践中收到立竿见影

的效果。

３　栏目设置个性化

　　栏目是期刊内容定位与编辑主体思维活动的外化

与表征。农业科普期刊应以个性化的栏目、稳中有变

地适应农村与农业发展的新形势。

１）通过围绕农民读者的关注点体现个性化。农
民既关心如何生产，又关心生产什么，更关心生产出来

后谁要，其阅读动机和目的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农村百事通》通过市场调查等途径，改月刊为半月

刊，信息栏目由６页扩充到２０页，增加了国家产业调
整、农产品供求、农业专利、名优特新品种、农产品交

易、招工、农业科研单位及院所网址等方面的信息［１３］，

解决了信息滞后的问题，满足了农民读者的需求，其独

具个性与优势的栏目受到欢迎。

２）通过把握农村政策与形势的变化体现个性化。
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返乡后不愿种田，又难找别的

出路，感到茫然与困惑；农产品积压，找不到市场；很多

农民不太了解农村合作医疗政策；随着城镇化建设步

伐的加快，农田减少，大量土地变成了工业园，特别是

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大批农民向城区集中，等等。农业

科普期刊的栏目设置就不能停留在“种、养、加工”方

面，而应针对“三农”政策的调整、农业的发展、农村的

变迁与农民需求的变化，相应增加有个性特点的新栏

目，有针对性地进行栏目策划、信息采集和稿件的编辑

加工，真正让农业科技走进田间地头［５］，以栏目自身

的个性魅力吸引目标读者。

３）通过市场细分体现个性化。细分农村科普期
刊市场，给期刊栏目寻找新的、合理的市场空白点，以

新的栏目、新的内容吸引读者，树立个性［１４］。台湾农

业科普期刊的栏目设置就以个性化特质见长，如《农

友》以信息动态和综合报道为主，其《专题报道》《特别

报道》《农业经营》《农业辅导》《农业新知与技术》《两

岸农业交流》《国外农情》《农会活动》等栏目［１５］，避免

了风格趋同现象，产生了广泛的市场影响力。

４）以推出专题体现个性化。科普专题是期刊编
辑主体的个性化策划和创造性的结晶，可使内容集中、

信息密集、编排系列化，针对性强，还能团结作者，保证

稿源，稳定并拓展读者群。我国台湾的《农业世界》其

专题报道独具个性，并在封面通过彩色图片来体现；

《北京农业》设立“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专题，介

绍农业发展的最新动态；《福建农业》增设“劳动力转

移”专题，专门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就业培训、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问题。

５）以激发编辑主体的创造性体现个性化。个性
化的栏目设置源于农村生活与生产实际，也与编辑主

体的创造性密不可分。编辑人员应当经常深入农村调

研，与村干部、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农村经济的最新

发展，把握农产品市场趋势，掌握农村最迫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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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农民的呼声，搜集农民的建议，才会有个性化的创

意与栏目。

４　创办专门性的农业科普期刊

　　我国农业科普期刊整体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很难
在某一领域形成信息集束和投入较多版面。一种期刊

每年刊登养猪方面的文章也就三四篇，养羊的文章也

只五六篇，而某些最新稀有养殖品种甚至２年才登１
篇，这是一种粗犷式经营，很容易失去专业读者群［６］；

而且栏目不断增多，其目的是拓宽读者面，却减弱了针

对性，丧失了特色，想抓住所有读者而实际上失去了本

该拥有的读者。这就是由于把读者定位于所有农民造

成的，即“大众化读者的定位”［１６］。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农村经济文化日益发展，特别

是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农村的人口结构与素质也相应

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国家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利民

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很多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不断投资

农业，反哺“母亲产业”，走“种养加，产供销”的产业化

道路，使农村读者结构有了新变化。

例如：三九集团在京注册成立“三九神农发展有

限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下岗职工纷纷下乡承包

或租赁土地，从事种植、养殖业；一部分打工者外出学

会技术后在家乡创办企业；一些大学生进入农村，发展

养殖业、种植业，有的当了村官。加之农业生产方式出

现了专业化、规模化趋势，有些地区已形成“一户一

品”或“一村一品”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民读者势必在

某些专门领域产生新的阅读需求。

农业科普期刊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走专门化的办

刊道路。如针对养殖业，养鱼的、养猪的、养鸡的、养蚕

的，每一领域、每一品种都可办一种期刊，既能让农民

读者有目标地选择、订阅，又满足其文化消费的求实图

廉心理，对专业户型的读者来说，更能产生实际的阅读

效果和生产实践价值。

专门性农业科普期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系统性

与集中度，可以扩大读者群。如《山西农业·畜牧兽

医版》《山西农业·致富科技版》《今日养猪业》、我国

台湾的《养鱼世界》与《家禽世界》，均按农产品品种或

农业经济领域的不同要求办刊。甘肃的《农业科技与

信息》在发行逐渐萎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办刊思路，

读者对象由原来的农民改为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

户、农业产业化企业，变月刊为半月刊，上半月为种植

养殖版，下半月为林业水利版，刊物起死回生。他们得

出的经验是：“期刊业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方向是要向

读者提供更加精准的‘专业化’和‘碎片化’服务。”［１７］

可见，把握农村读者结构的新变化，满足其阅读的

新需求，就要改变农业科普期刊过去那种缺乏市场细

分、泛众化读者定位的办刊模式，探索专门化的办刊路

径，向读者提供更加精确的“专业化”内容，凸显特色，

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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