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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龙腾盛世、凤舞九天的时代。新世纪开篇，
我们迎来了“十七大”的召开，迎来了激荡着“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圣火，迎来了全体中华儿女激情满怀
共建和谐社会的热潮。这是一个共享生活、共同进步的时
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民心工程。辛勤耕耘在神州大地数
千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农民，追随时代脚步，迎来了分享
祖国繁荣昌盛、享受幸福生活的最美好时刻。

这是一个走过光荣与辉煌、充满激情与梦想、承载使
命与希望的时代。重视“三农”、反哺“三农”已成为各行各
业的共识，并内化为积极行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央
文明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

农业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八个部委，联合发
起了“农家书屋”工程，亿万农民同胞迎来了知识、文化与
科技的种子，开启了以书为友、墨香盈室的崭新大门。

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扶
持下，“农家书屋”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智力工程，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大力支持，这一战略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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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活跃的力量———出版社，更是为之全力以赴。

今天，这套《新农村十万个怎么办》系列丛书的出版，

应该说这是出版社和编写组的大批专家、学者们倾力为
“农家书屋”献上的一份厚礼。丛书编写组的最大心愿是，

希望它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为加强
农村文化建设和提升农民文化生活水平做出贡献，为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奉献一份绵薄的心力。

目前，“三农”读物提前进入了白热化竞争阶段，各家
出版社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以期占领一席之地。这是个好
现象，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扮演着传播优秀文化和先进科
技知识的“大使”角色的作者和出版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空前关注和大力支持，是新时期中国图书界出现的
可喜局面。

然而，众人拾柴、群策群力的大好形势背后，也存在着
一些弊病和缺陷。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我们
思考：

第一，“三农”读物的内容。从大的方面看，图书内容
主要集中在种植与养殖领域；从小的方面看，种植类图书
主要集中在粮食作物、传统作物和瓜果蔬菜类，养殖类图
书主要集中在猪、牛、羊、鸡、鸭、鹅等常见家畜家禽，内容
重复率高。

第二，“三农”读物的质量。部分图书在文稿质量上把
关不严，有的遣词用句过于深奥晦涩，有的知识讲解过于
简单老套，有的专注于理论层面的阐述而忽略了技术性指
导等，质量良莠不齐。



第三，“三农”读物的出版趋势。放眼时代，“三农”读
物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占据着图书市场的重要席
位，很多出版社在努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奉献自己一
份心力的同时，也间接地、无意识地导致了“三农”分类读
物“冷热不均”的现象。

针对这三个问题，《新农村十万个怎么办》编写组成员
苦费了一番心思，在构思、策划整套书的框架时，着力解决
这些问题，并在耗时数月的编辑过程中，以切实解决好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着眼点和
出发点，精心架构起一个精粹最新知识、表述简洁明了、应
用简单有效、涵盖面广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指
导体系。具体来说，《新农村十万个怎么办》系列丛书有以
下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知识点的“新”。本丛书密切结合了当下时代发
展的趋势，在遴选图书主体的相关知识点时，优先强调了
内容的新，摈弃了陈旧不合时宜的成分。

第二，叙述语言的“简”。农民读者的文化结构决定了
“三农”读物的行文特点。因此，本丛书在策划阶段就提出
了“让农民朋友看得懂、用得上、学得会”的编写方针。这
一方针指导着编写组所有成员在创作与编辑书稿时，注重
并努力做到逻辑结构清晰自然、提问设计一目了然、语言
表达言简意赅，真正契合“农家书屋”装备图书的要求。

第三，实践指导的“活”。本丛书全部采用问答式架构
方式，弃用了可有可无的理念、原理、原则、意义等理论层
面的内容，重点推介农民生活和农村、农业生产实际需求



旺盛的知识点，以期凭突出的实用性、指导性、科学性和前
瞻性，为广大农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新农村十万个怎么办》从多个层面见证了这套丛书
本身的优越性，是“三农”读物市场不可多得的一分子，是
“农家书屋”工程不可多得的装备书，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不可多得的好帮手。诚然，由于出版时间仓促、编者
水平有限等客观因素，洋洋数百册图书存在瑕疵也是在所
难免的。但瑕不掩瑜，希望广大农民朋友和热心读者，能
衷心喜欢上这套图书。

丛书编委会

２００８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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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发展养龟业前景如何？
　　养龟业的前景是十分被看好的，这主要建立在野生

资源日益减少和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的基础上。主要表

现在龟的以下几方面：

（１）食用价值。规模养殖的龟类一般具有较高的食

用价值。其肉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味道鲜

美、营养丰富，是宴席上的名贵佳肴，并具有滋补强身

之功效。在湖北、江西，人们喜以乌龟为原料做菜，如

历史名菜 “八卦汤”即用龟肉，加上冬虫夏草、党参等

调制而成。

（２）药用价值。龟甲、龟板是传统名贵中药材，含

有丰富的骨胶蛋白、脂肪、肽类、钙、磷及多种酶。据

中医临床检验证实，龟板气腥、味咸、性寒，具有滋阴

降火、潜阳退热、补肾健骨等功效。久服轻身不饥、益

气资智。龟皮煮汁饮，解药毒，主治血疾及刀箭毒。龟

胆味苦、性寒，主治痘后目肿、经血不开。龟骨主治久

咳。龟尿滴耳治聋。成人中风、舌喑，小儿惊风不语，

用龟尿少许点于舌下，其功效神妙。龟血有抑制肿瘤细

胞的特殊功能。龟肉味甘、咸平、性温，具有强肾补心

的作用。主治病后阴虚血弱、筋骨疼痛、久咳咯血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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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小儿生长虚弱、产妇体虚、脱肛、子宫下垂等有

明显疗效。正鉴于此，许多中成药及保健品如养生堂龟

鳖丸、椰岛鹿龟酒等就应运而生了。

（３）观赏价值。龟类寿命长，具灵性，作为吉祥物

和观赏动物历来被人们所喜爱。有些龟如黄喉拟水龟、

乌龟等还是培育优质绿毛龟的好品种。绿毛龟是龟中珍

品，古为宫廷玩物，今为出口佳品，且已进入百姓家庭。

２．发展养龟业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１）适度掌握养殖规模。养龟业毕竟是一个新兴产

业，许多养殖技术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同时龟的生长比

较缓慢，资金周转不是很快，因此要控制规模。目前由

于刚开始，供求尚不平衡，买方市场占主体，因此利润

较高。而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供应量会大大增加，一

旦出现供过于求，效益必然会下降。因此必须根据自己

的经济实力、市场需求程度控制好养殖规模，不能盲目

无限制地扩展。

（２）掌握养殖技术。在龟的养殖技术中主要应抓好

以下几个方面：①好龟种的选育与繁殖技术。龟种选择

应建立在市场效益的基础上，其标准为：选择一些生长

较快、耗饵少、繁殖快、抗病强、外观美、营养与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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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高、市场紧缺的品种。在繁殖技术方面，主要是提

高亲龟的产卵率、龟卵的受精率、孵化率和稚龟养殖成

活率。②开展快速养殖。所谓快速养殖就是低温季节利

用地热水、工厂热水或锅炉加温等方法将水温保持在

２８℃左右，改变龟的冬眠习性，促进其快速生长。③尽

量利用配合饲料，做好病害防治工作。目前集约式养殖

中，常见病害也不少，必须做好预防和治疗工作，以提

高养殖的成活率。④拓宽流通渠道。应充分认识到养龟

是属于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的产业，要充分掌握市

场信息，以防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外还要开通多种销

售渠道，不仅仅以活体投放市场销售，也要注意为保健

品厂、药厂提供原料，有条件的更要注意开拓国际销售

市场。

３．如何科学选择养龟场场地？
　　养龟场是规模养龟的基地，它应是一个既能够模拟

天然生态环境，又便于养殖者科学管理的场地。龟类养

殖场址的选择应考虑龟类的生物学特性及对环境的要求。

主要考虑到水源、水质、交通、土质等综合因素。目前

国内大多数养龟场是由养鳖场转化而成的，应该说是可

以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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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龟场地的选择应该是一个能够模拟天然生态环境，

又能够科学管理的场地。养龟场地的选择应该满足三个

“有利于”，即有利于龟的生长与繁殖的安静的环境；有

利于种苗、饲料、商品龟的运输；有利于建立安全制度

和正常的生产体系。

养龟场场地的选择应该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

（１）环境。养龟场应该朝阳，无噪音。因龟生性胆

小、喜阳光、怕噪音，所以养殖场应建在地面开阔、地

势平坦、背风向阳、环境安静的地方，不要太靠近铁路

和主要公路。因龟经常要浮出水面呼吸，若有噪音，龟

则会潜伏于水底泥土中不敢出来，这不利于龟的正常生

长。龟有晒背习性，因此要有充足的阳光。晒背可杀灭

附着在龟壳上的青苔、细菌和病毒，对健康养殖十分有

利。养龟场地的选择还应考虑到获得各种龟的饵料，如

动物下脚、低值小杂鱼、螺、蚬等天然饲料产区，可建

养殖蚯蚓场地等；其地理位置还应考虑防洪、防涝等因

素，不应建在低洼地区和蓄洪区内；龟场周围要建好围

墙，建立门卫制度，防止闲杂人员进入，确保生产秩序

的正常。

（２）水源。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生活在水中，所以

较好的水质和充足的未污染水源是养龟成功的关键条件。

因此对水源的要求也比较高，必须充沛，无污染，符合



　　　　　　　　　　　　　　　 　　　５　　　　

国家渔业水质标准。一般未经污染的江河、湖泊、水库、

溪流和地下水均可作为养龟的水源，但水中的盐分不得

超过０．１％。有条件的地方最好不要用地下水和水库底

层水。如果条件所限必须使用含硫磺、含氟超标的地下

水时，需用其他水源进行稀释，待符合渔业水域水质标

准后再使用。在规模化养殖条件下，大量有机排泄物和

残饵在水中分解，易败坏水质，故要经常检测，并及时

补充新水，更换旧水，特别在高温季节更应注意。

（３）水质。水质是决定养龟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水质的要求要满足以下几个方面：①水温。最佳温度

为２８℃～３０℃，生长温度２０℃～３０℃，１５℃以下冬眠，

２０℃时基本不增重。②溶氧。尽管龟能用肺进行呼吸，

但溶解氧的高低会影响龟的摄食以及排泄物的分解。在

水中缺氧的情况下，会产生亚硝酸盐、硫化氢等有毒气

体和盐类，直接危害龟的健康。一般要求水体溶氧含量

为３～４毫克／升以上。③ｐＨ值。ｐＨ值对龟的生长有多

方面的影响。以中性偏碱水为佳。适宜的ｐＨ为７．２～８，

最多不超过８．５。④氯氟离子态。氨氮是主要的水质限

制因素之一。氨氮毒性很小或无毒，但未被消化的蛋白

质发生化学变化分解成的非离子态氨氮对龟有较强的毒

性。一般在养殖水温３０℃、ｐＨ值７～８．５的条件下，氨

氮浓度不宜大于４毫克／升。考虑到水生植物能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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