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成本调查及历史沿革

农产品成本调查是政府价格主管
部门与有关业务部分为满足宏观经济
调控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按照规定的
统一调查表式和方法， 对农产品生产
成本及相关经济指标进行调查， 汇总
得到农产品社会平均生产成本的行政
调查活动。 农产品成本调查是调控农
产品价格以及制定农业补贴、 农业保
险等涉农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

目前，我国农产品成本调查已建立
起覆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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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316

个地市，

1550

多个调查县、

10

万多
个调查点户的规模庞大的农产品调查
网络；形成了

1953

年以来，我国粮、棉、

油、烟、糖及蔬菜、猪、鸡、牛、羊等
9

大类

80

种农副产品生产成本和收益数据库。

农产品成本调查以其独特的调查角度、

健全的调查网络和真实准确的调查数
据，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调查统计体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农产品成本调查始创于
1953

年，“文革” 期间中断了
10

多年，

1978

年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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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农产品
成本调查的改革发展过程， 主要包括
恢复与初步发展阶段（

1978

年
－1983

年）、 专业化和蓬勃发展阶段（

1984

年
－1991

年）、网络化和稳定发展阶段
（

1992

年
－1997

年）、 制度化和扩大影
响阶段（

1998

年
－2003

年）、完善创新
阶段（

2003

年至今）。

牢记使命 常怀五心

市物价办努力提高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成本调查作为物价工作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 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行政
调查手段， 也是物价部门践行群众路线
的具体实践，是我们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做好农产品调查
工作，提高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显得尤为
重要。 近年来，市物价办扎根农本，情系
物价，要求我们必须常怀“五心”。

一、常怀责任之心，努力帮助农调
户提高综合素质

农本数据质量是我们工作的生命
线，数据的每次审核都需要县区、农调
户积极的配合。按照国家、省“一县三点
九户”要求，选取有责任心、有代表性的
农调户。应形成定期走访、查阅记账本、

电话联络等工作制度，确保农调户做到
不迟记、不多记、不少记、不估记、不漏
记、不误记。 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增强调
查户的荣誉感，按时发放误工补贴。 必
要时可采取组长负责制；对记账真实资
料完整， 长期表现优秀的调查户进行
表彰；采取座谈会形式或下乡时一对一
有针对性地对农调户进行必要的记账
指导，帮助提高他们的家庭收入，鼓励
他们成为新型农民的代表。

二、常怀学习之心，尽力协助县区
做好农本调查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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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是高科技时代， 需要市成
本工作者熟练掌握各种专业知识之

外， 还要经常借助互联网看周边省地
市的成本资料、分析上报。通过留意天
气预报、上年成本、收益数据等记录，

关注农产品成本细节变化， 再通过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高科技手段，通
过横向比较、纵向比较、逻辑思维等进
行登记、审核、汇总、分析上报，从而确
保农产品数据工作更加精确高效。

三、常怀感恩之心，竭力做好沟通
协调工作

农本工作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
数据、一户变化，国家问到省里，省里问
市里，常常又问到直报县区，县区为弄清
问题，又细心地询问调查户，或与上年、

当年其他农户数据比对、核实、分析，重
新修正， 特别是各项专项调查开展时，

各级成本工作者不辞劳苦深入直报县
区， 下基层听汇报算数据做调研，使
“死”数据变为“活”材料逐级上报，特别
是任务急、时间紧、要求高时，掌握最新
的情况和信息，沟通协调能力尤为重要。

这就需要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少些浮躁，

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指导面对面”。

四、常怀上进之心，大力提高数据
的真实准确性

随着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我们的
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成本工
作必然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形势、

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创新精神，

保有上进心。不但熟悉农本核算指标，

全面了解农产品成本审核汇总软件的
各项功能， 熟练掌握

Excel

功能和使用
技巧，而且还要有竞争上进意识，成本
收益数据不仅要与省内毗邻地市相比
较， 还要与周边外省做比较， 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从而帮助农调户降低不
合理生产成本。

五、常怀细致之心，全力推动工作
新提升

农户、县、市、省和国家，任何一个环
节不认真负责、把关不严，都有可能造成
调查数据的不准确。 这就要求我们认真
细致地做好原始数据的审查、核实、归
类、 分析工作， 避免数据出现整理误
差、计算误差和再加工误差。 强化比对
审核把关工作，督导强化落实时争取各
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确保县区保质保量
地及时上报各类专项调查和各类数据，

本着科学严谨高度负责的态度，避免矛
盾数据的发生，把失误消灭在基层。

（信阳市价格成本监测所）

甘蔗新上市

挑选要注意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郭晓雨）眼下又是甘蔗上市的
好时节。 昨日，记者在贸易广场的便民市场看到，新鲜的
甘蔗吸引了不少顾客， 不少前来买菜的市民都会买些带
回家。

记者通过走访农贸市场了解到， 市面上的甘蔗主要
以果蔗为主，有黑金刚蔗、黑蔗等，价钱也从每斤

2

元到
2.5

元不等。

“秋干气燥的季节大家都爱吃水果，最近上市的甘蔗
更是受大家喜爱，糖分高、水头足，在干燥的季节来一根
解渴最好。 ”贸易广场附近的水果商贩王女士说。

“我女儿最爱吃甘蔗，所以一看到甘蔗，就想买给她
吃。 ”正在购买甘蔗的胡女士告诉记者，选甘蔗要选端正
而挺直，富有光泽，表面呈紫色，挂有白霜，表面无虫蛀孔
洞的甘蔗，如果甘蔗中心有红色的血丝或者黑色的，就代
表甘蔗有变质或有虫害，切记不可吃。

在采访时，记者发现不少商贩都在地上铺了一块布，

削掉的甘蔗皮都在布上。 “把甘蔗皮放在布上，收摊时顺
手就收走了，省得把地面弄脏了。 ”一些商贩向记者表示，

现在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创建也
出份力。

信阳·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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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马涛）为丰富文明创建载体，丰
富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

10

月
23

日下午，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在办公楼下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趣味运动会。

运动会集竞技、趣味、智力于一体，设有骑慢
车、扔沙包、摸石头过河、滚雪球、集体跳长绳、螃
蟹背西瓜等项目。 赛场上，不仅有同事之间的默契

协作，还有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同台竞技。比赛现场，

掌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大家都沉浸在“热爱
运动、享受健康、全民健身”的快乐氛围之中。

整场运动会虽然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但是
却充分展示了市城管执法局广大干部职工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增强了职工们的团队
意识，为日常工作增添了干劲。

增进协作 激发活力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举办趣味运动会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市的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光辉历史。 目前，信阳市
承担的调查任务涉及粮食、油料、生猪、桑蚕茧、蔬菜五大类

10

个品种的常规调查、直报调查、专项调查、

成本预测工作。我市成本调查机构成立以来，多次被国家、省发改委评为农产品成本调查先进集体。作
为一代物价人，时刻牢记使命，服务民生；作为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者，时常深入基层、田间地头，努力
提高工作质量，力争“基础工作要扎实，亮点工作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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