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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探索 动态资讯

□□ 本报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文/图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曾指出，坚持依
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
适度规模经营。当前，适度规模经营在中原
大地开展得如何？各类经营主体的种植收益
如何？

近日，记者驱车前往河南省第一产粮大
县、被誉为“豫北粮仓”的滑县实地了解，探寻
了该县加快土地流转，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之路。

种粮大户：
地块大了，耕种方便还节约成本

8 月的滑县，万物丰茂，生机勃勃。一条
缓缓流淌的金堤河把滑县白马坡、卫南坡等地
的田地连接起来，组成了成方连片的高标准粮
田示范方。“经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经营，
这让种地变得更轻松。现在电卡一刷，就能浇
水，无人机到田里转一圈，就把这一大块地的
农药喷洒了，可方便了。”正在玉米地里查看玉
米长势的白道口镇西河京村种植大户黄国兴
兴奋地说。

提起规模经营，黄国兴打开了话匣子：他
家 2011 年开始流转土地，以后每年都要增加
10 多亩地，现在耕种了 100 多亩地。过去，这
里东一块、西一块不规则的“绺绺田”，通过土
地流转将零星的土地连片平整，配套建设水利
设施，如今成了整齐连片的规模田，形成了高
标准粮田示范方。

“地块大了，耕种方便还能节约成本，农业
技术也能够得到全面推广，规模经营功不可
没！”黄国兴对此感触颇深，“近年来，通过土地
流转集合成了大块土地，便于优质作物品种推
广、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和病虫害统防统治，实
现了良种良方集成配套，小麦、玉米大幅增产
增收。

黄国兴告诉记者，成方连片的土地，让“铁
牛”机械不断发威。过去麦收，需要 20 多天，
现在，有了“铁牛”帮忙，大型小麦收割机到地
里转一转，100多亩麦子两天就能全部收完。

“我将会根据自家的情况，适当流转些土
地，但不能流转得太多，土地多了管理不过来，
种地效益会降低。”问起今后的打算黄国兴说，

“我会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粮食单产，增加
种粮收益。”

农民合作社：
规模经营才能出效益

这几天，滑县焕永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杜焕永经常深入田间查看花生、玉米
等农作物的长势，安排人员给花生打药、给玉
米追肥，忙得不可开交：“你瞧，今年的花生和
玉米长势都不错，多亏了规模化、精细化、科
学化耕作。”

位于滑县万古镇杜庄村的焕永农民合作
社成立于 2013 年，现流转土地 2000 多亩。“现
在村里多数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留在家里的
多是老人和孩子。为了让村民能够在外安心
工作，合作社就进行了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
起来，这样也便于大规模生产，精细化耕作，进
而提高生产效率。”问起规模经营的初衷，杜焕

永如是说。
杜焕永告诉记者：“以前种地是‘人家咋种

咱咋种’，简单地认为施好肥、勤浇水，粮食就
能多打点。后来，通过在自家田里建试验田搞
试验，对不同的品种进行试种，对不同的化肥、
农药进行施用，找出适合自家田地的种子和农
资品牌，真正懂得了‘庄稼活用科学，粮食才能
稳产高产’的道理。”

2000 多亩地，靠杜焕永一人来种根本忙
不过来。于是，杜焕永就把所流转的土地分成
5 个小块，从社员中选择 5 个人对农田进行管
理，及时掌握作物生产状况，并统一雇用劳力
浇地、施肥、喷药、收割，这样不仅解决了劳动
力问题，还带动了村民赚钱。

“合作社批量购置农资不仅价格低，质量
还有保证，既降低了种地成本，又抵御了市场
风险。就拿购买化肥来说，通过批量购置化
肥，每袋化肥比市场价低10元，仅化肥这一项
一年就节省5万多元钱，这样下来综合效益就
直接提升了。”杜焕永说。

家庭农场：
发展循环农业，刨出“真金白银”

走进滑县留固镇东留固村，雪白的羊群映
入眼帘，碧绿的核桃林挂满了果实，已经开始
灌浆的玉米长势正旺……这里便是耿爱丽的
阳虹家庭农场。

现年 50 岁的耿爱丽是东留固村村民，也
是滑县家庭农场第一人。她圆脸、大眼，透着
精明能干，说话干脆利落。“以前我一直经营农
药、化肥、种子，直到2007年，看到一些地方的

农民靠承包土地赚了钱就动了心，于是，便把
那些外出打工不愿种地的农户的土地流转过
来，开始在土地里‘刨’金子。”当年，耿爱丽流
转了村里50亩责任田。

农民种粮种得好，离不开农业科学技术，
特别是近几年来，施肥、喷药、浇水等农业新技
术和新型机械的推广应用，更是让耿爱丽尝到
了实实在在的甜头。于是，耿爱丽就继续流转
村里的土地并逐年增加，如今已流转土地近
600亩。

耿爱丽在种地“刨”金的同时，也敏锐地
“嗅”到了农业发展趋势。2013 年 3 月，耿爱
丽注册建立了家庭农场，她的干劲更大了，
她说：“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的支持力
度这么大，有政策扶持，有财政支持，我得抓
住大好机遇，科学种田、规模经营，提高种田
效益。”

如何在土地里刨出“真金白银”？耿爱丽
在农场内建立了羊场和鸡舍，发展生态循环农
业。将小麦、玉米、花生秸秆粉碎喂羊，然后再
将羊和鸡的粪便作为肥料施进农田，这样一
来，做到了资源循环利用，既保护环境，又节约
成本，种养收益明显增加。

“下一步，我将不断学习引进更新的种植
模式和农作物品种，继续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耿爱丽对家庭农场的未
来充满信心。

以适度规模经营
让农民共享产业融合效益

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但对土地规模经营的顺势而为，把握“适
度”是关键。近年来，滑县在家庭承包经营基
础上，加大对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的扶
持力度，通过政策支持、技术服务、业务培训等
措施，加快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了
多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我们通过‘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
极推进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使原来的一家
一户、分散经营、单一管理模式，逐步向集约
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
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
式，实现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的有效配置，推进农业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
升，让农民共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滑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郑慧涛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县注册家
庭农场 1252 家，其中县级示范家庭农场 37
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3 家；合作社总数达
3843 家，其中省级示范社 11 家，国家级示范
社 7 家，3 家省级示范社正在申报国家级示范
社。不少合作社负责人汲取现代农业经营理
念，把目光投向“互联网+农机作业”“全程机
械化+综合农事”，服务新模式纷纷涌现，“田
保姆”越来越多。

“适度规模化经营将解决未来农村‘谁
来种地’的问题。作为农业大县，我们将进
一步加大力度扶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
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养新农民，把资源整合起来，产业发展起
来，做强现代农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郑
慧涛表示。

河南滑县：

新型经营主体合力提升种植效益

图为滑县焕永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为花生喷洒农药。

□□ 张德杰 本报记者 郝凌峰

连日的高温笼罩着胶东半岛，家住山东省
平度市南村镇杜戈庄村的王术训却在家里“乘
起了凉”。原来，今年 52 岁的王术训刚花了
5000 元，在家里新换了台柜式空调。“新时代
嘛，我们农村人也要学会享受美好生活。”老王
哈哈笑着。

不错的工资收入，是老王置办空调的底
气。“以前我家里有 8.8 亩地，种点小麦、玉米，
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我的地流转出去
每年每亩地 1720 元，加起来就是一万多元，俺
是五口之家，儿子、儿媳都在工厂上班，我和老
伴儿也在工厂打工，我家一年能挣上 20 万元！”
王术训说。

王术训所在的杜戈庄村，因地下水相对贫
乏，传统种植业式微，部分种植户改变观念以适
度规模经营模式，发展起蔬菜、水果大棚高效农
业。在这个村子里，从 18岁到 70岁的村民大多
都外出打工了，70岁的大爷还能去看大门创收。

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资源，推进土地适度
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实

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近年来，平度市因
地制宜加快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重视培
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目前平度市流转土地面积 98 万亩，涉及转出
土地农户 12.6 万户，50 亩以上的大户 8000 多
家，其中直接从事种植业生产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2306 户。

田庄镇西寨村村民侯松山是当地出名的
种粮大户。2012 年，看到村里的青壮年纷纷
外出打工后，侯松山带头成立农机专业合作
社，将本村和周围村庄闲置、利用率不高的土
地全部流转下来，利用农机设备组织规模化
生产作业。“我流转的基本是成片的土地，机
械化种植不仅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
提高了作业效率，增加了土地产出。”侯松山
说，现在他的农机合作社有大型农机 50 多
（台）套，中小型机械 130 多套，农机作业和维
修范围辐射周边 4 个乡镇 80 多个村庄，合作
社实行每个社员分片管理，统一购置作物种
子、化肥农药、农机设备，从种植到收售全程
提供指导服务，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支
持。“土地流转成立合作社以来，我们的日子

越来越好过，不仅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外出打
工挣钱，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增加了收入来
源，算起来收入几乎比从前翻了一番。”西寨
村村民侯雪玲高兴地说。

平度作为农业大市，农产品资源丰富，拥
有大泽山葡萄、马家沟芹菜、旧店苹果等 19 种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数量居全国县市之
首。结合农业资源禀赋，平度市引导分散的
小农户规模种植、发展现代农业，让土地焕发
出新活力，激活个体农民投身乡村振兴的内
生动力。

在大泽山镇，当地依托地标名品大泽山葡
萄种植优势，通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走出了

“葡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大泽山高
氏庄园占地约 200 亩，除了葡萄种植，还利用葡
萄的名声发展起高端葡萄酒加工、旅游观光。
在高竹亭的带动下，像高氏庄园这样的“融合
体”在大泽山镇已有 20 多家。目前，以五龙埠、
天池岭、高氏庄园、葡萄大观园等为代表的葡萄
文旅园，已经成为国内重点旅游区，年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拉动葡萄销售 1.1 亿斤，带动农民收
入5.8亿元。

无独有偶，在平度市另一大品牌农产品马
家沟芹菜诞生地，当地借势打造示范园，实现
产业振兴与农户联动发展。占地 1200 亩的青
岛马家沟芹菜产业示范园，作为首批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一直注重马家沟芹菜的
品种保护、改良及推广，采取航天育种、测土配
方等多种措施不断提升和改良产品品质，其中

“航马一号”品种，最高卖到每斤 298 元。“俺就
住在旁边那个村，每年冬天家里农活都忙完
了，过来收芹菜每天能赚 100 块钱。”西马家沟
村民刘海燕笑着说。目前，李园街道核心区种
植面积达到 6000 亩，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
重要途径。

适度规模经营也催生了一批眼光独特的新
农人。酷热的伏天，东阁街道北台村300亩猕猴
桃种植基地，茁壮的枝干下，毛茸茸的硕果，挨
挨挤挤，望而喜人。“我这300亩猕猴桃，引进后5
年来一次次淘汰、改良，最终培育出完全适应我
们当地环境的品种。早熟、抗冻、耐储，变软后
用吸管可吸食。”谈起猕猴桃的种植历程，猕基
地负责人刘大磊如数家珍。目前，基地 70 亩猕
猴桃进入丰产期，每亩收益4万余元。

山东平度市：

产业规模发展 农民收入翻番

江西樟树市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9万亩

中药材种植产业是江西省樟树市实施“中国药都”振兴工程的
基础工程，是生态产业、富民产业。2017 年，自出台《樟树市实施

“ 中 国 药 都 ”振 兴 工 程 推 进 中 药 材 种 植 产 业 发 展 试 行 办 法
（2017-2020年）》以来，樟树市中药材产业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适生
品种不断涌现、品质品牌逐渐提升，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近年以来，樟树市充分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大力推
行中药材种植，全面提升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规模，中药材种植
面积迅速扩大，产业规模在全省名列前茅。目前，全市共引进龙
头企业 23家，组建三皇中药材、江枳壳等 30多个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已在全市可种植的 16 个乡镇（街道）、3 个场全面铺开中药材
种植，已建成中药材良种种苗基地 3 个、面积 300 余亩，育苗 500
余万株。

截至今年 7 月，樟树市中药材累计种植面积达 39 万亩，其中
百亩以上基地 134 个，千亩以上基地达 24 个、万亩基地 1 个，种植
道地药材“三子一壳”（樟树吴茱萸、樟树黄栀子、樟树车前子、清
江枳壳）、金银花、银杏、黄檗、厚朴、玉竹、太子参、丹参、元胡、菊
花等 40 余个品种。其中“清江枳壳”“樟树吴茱萸”和“樟树黄栀
子”已成功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获得市场的认可，产生了
良好的品牌效益。 丰潇 聂小平

四川泸州市
猕猴桃成熟引客来

2013年，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牟观村返乡农民工朱
雕投资100余万元打造面积达100亩的猕猴桃种植观光采摘园，目
前已辐射带动周边农民种植猕猴桃近1000亩，预计今年亩产量超
过1000公斤。由于朱雕的猕猴桃采摘园地处4A天仙硐旅游风景
区，气候清凉，近来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猕猴桃果园就
卖上好价钱。图为游客在猕猴桃观光园里体验采摘猕猴桃。

周超文 董千海 摄

上海浦远合作社
品质有保证 蔬菜不愁销

在位于上海市的浦远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浦远合
作社），一车又一车新鲜绿叶菜从这里运出，抵达上海一些高校、企
事业单位食堂等。近年来，浦远合作社平均每天销售蔬菜20吨。

“我们合作社主要以种植绿叶蔬菜为主，如青菜、生菜、茼蒿、
菠菜、芥菜等。”浦远合作社黄桥种植基地负责人冯均辉以前从事
印刷行业管理工作，在 2010年 6月浦远合作社创立之初便跨界加
入，负责基地的运营管理，并拉了一个40~50人的生产队伍开始种
植蔬菜。

浦远合作社通过“蔬菜配送+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以基
地配送带动周边销售，逐步实现了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整
体运营水平也逐渐提升。目前，合作社每天蔬菜供出量超 20 吨。
2012年底，浦远合作社获“上海市蔬菜标准园”称号。

保证提供绿色、健康、高品质的蔬菜，是浦远合作社发展的关
键。冯均辉介绍，合作社设有产品检测中心，每天会对每批上市的
蔬菜进行快速定性检测，做到“不检测不上市，不合格不上市，不承
诺不上市”。规模化生产加上品质的保证，浦远合作社所生产的蔬
菜不愁销路。目前，合作社蔬菜年上市量近1万吨，年配送量2.5万
吨，年产值超5000万元。

冯均辉说，浦远合作社将一直坚持发展绿色蔬菜产业，计划
发展净菜产业，提高经济附加值，近期将升级合作社的加工储存
及切配中心，蔬菜日吞吐量将达到 40多吨。 柳佳柱

重庆涪陵区
无花果结出“致富果”

2013年，重庆市涪陵区稻庄村进行农业产业调整，在稻庄村二
组推广无花果种植，如今，无花果产业已经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之
一。今年，全村种植无花果农户超过30户，种植面积达300余亩，
全村的无花果总产量在60万斤左右。图为农户正在采摘成熟的无
花果。 夏斐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