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住基本盘：创新经
营体系，让更多小农户融
入现代农业

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举源村，满山茶树

已进入越冬期。村民陈禀怀冒着清晨的寒

气，和几个伙伴上山翻耕土壤，增施农家肥。

作为全国有名的茶乡，安溪县有茶园 60
万亩，茶叶是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产

业做强做大，农民增收才有底气。”安溪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谢景欣说，县里推广“协会+
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优化制茶工艺，进

一步提升茶叶品质，让好茶卖上好价。

“合作社提供从管护到收购的一条龙服

务，过去一年收四季，现在只收春秋两季，效

益反而提高了。”举源茶叶专业合作社技术总

监刘金龙讲起新感悟，“关键是教会茶农技

术，夏暑留养，这样芽头不会过密，还有利于

光合作用，平衡茶园生态，冬天要注重养根，

为来年茶树生长积蓄养分。”

生产组织化标准化，助力安溪茶产业越

发香气馥郁。“茶叶价格比往年增加 20%。跟

着合作社干，收入稳当，还不用担心市场风

险。”2021 年，陈禀怀一家 26 亩茶园收入 20 多

万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谢景欣介绍，目前安溪县成立了 1200 多

家合作社，涉及茶业种植、炒制、销售等环节，

仅市级以上茶叶龙头企业就有 34 家，一片小

叶子带动全县 80 多万茶农增收，涉茶产业总

产值达 200 亿元。

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基本盘。各地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助力农民稳产增收。截

至目前，全国纳入名录系统管理的家庭农场

已超过 300 万家，全国农民合作社超过 240 万

家，带动 1 亿农户，不断拓展家庭经营收入空

间。9 万家县级以上龙头企业通过产销订单、

土地托管、资产入股等方式，带动 1.25 亿小农

户融入现代农业。

“去年农忙时节，全县通过社会化服务组

织调度了 300 余台农机装备，开展农事服务，

不仅节本增效，而且解放了劳动力。”山西石

楼县农经中心主任李伟说，实践证明，农业生

产托管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托管地块

粮食亩产量平均增加 15%左右。

在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 90 万

个，其中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

织达到 44 万个，托管面积超过 15 亿亩次，覆

盖农户 6000 万户，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

组织保障。

“促进农民增收，必须牢牢抓住产业发

展这个牛鼻子。”中国农科院农村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王秀东表示，当前，小农户依然是

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要通过龙头带动，提

升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经营集约化、标准

化、绿色化发展，带动小农户通过产业经营

实现持续增收。

拓宽增收面：改革激
发要素活力，释放农民收
入增长潜力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五会村，大

棚里的果蔬长势喜人，田间小水利工程正在

抓紧施工。

五会村是个农业村。“村里人多地少，户

均 2 亩多地，怎么种地是一道发展难题。”村党

支部书记刘扬说。

借助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试点的契机，村

里成立了股份合作社，按照村民自愿原则，

将土地集中后划分为 9 个地块，通过成都农

村产权交易所德阳所开展经营权流转。

“ 原 本 850 元 一 亩 的 租 金 ，统 一 流 转 最

高 能 到 1150 元 。 另 一 方 面 ，土 地 经 过 整 理

后 总 面 积 增 加 了 310 亩 。”刘 扬 说 ，增 值 收

益通过分红的形式，返还给一家一户，面积

量差形成的租金收入作为村集体后续发展

资金。

“年底有分红，打工不出村，真巴适！”村

民丰思开说，家里的 2 亩 4 分地流转了出去，

一亩获得了 100 元分红，平时他在附近的五树

家庭农场务工，每月工资 2000 元。

村里的土地流转后，4000 多亩耕地种粮

食，亩产提升 7%—8%；其余地块种植蔬果、花

卉，特色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基地用工需

求不少，除草、栽花、摘果都需要人手。”刘扬

说，村里成立了劳务股份合作社，赋闲在家的

村民经过免费培训，由合作社对接供需、派遣

用工，“只要人勤快，每天劳务费 80 元，一年下

来挣个万把块钱没问题！”据统计，土地流转

后村里平均每户收入增加了 20%。

“2021 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民增收的一大

特点就是全面增长。”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

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工资性收入名

义 上 增 长 了 15.3% ，经 营 净 收 入 名 义 增 长

6.7%，财产净收入名义增长 10.7%，转移净收

入名义增长 11%。

“农村有丰富的资源要素，改革为激活

农村要素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城乡融合

发 展 为 优 化 配 置 农 村 要 素 提 供 了 有 力 支

撑。”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

宇表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日益健全，

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等改革逐步深化，农民收入多元

化增长潜力都将得到逐步释放。

挖掘增长点：加快发
展新产业新业态，把更多
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筛选、清洗、削皮、烘干、打包……在内蒙

古五原县复兴镇永丰村，蜜瓜收获旺季结束，

果干加工车间又忙起来。“去年种了 20 来亩蜜

瓜，平均亩产 6000 斤，每斤在地头能卖 1.55
元，品相稍差些的拉到车间加工成蜜瓜干，两

头都挣钱。”村民陈永刚掐指一算，全年毛收

入近 20 万元。

五 原 县 适 合 蜜 瓜 种 植 ，上 市 时 节 和 甘

肃 、新 疆 等 产 区 刚 好 形 成 错 峰 ，每 年 8 月

15 日 以 后 ，全 国 各 地 客 商 都 会 集 中 到 这

里 。“ 我 们 村 蜜 瓜 种 得 多 ，销 路 也 不 错 ，但

蜜 瓜 不 易 储 存 ，其 实 裂 口 的 瓜 都 很 甜 ，可

惜 的 是 过 去 这 些 瓜 只 能 扔 掉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小 四 说 。

这两年，在政策扶持下，村里建起了库

容 400 立方米的保鲜库，能延长蜜瓜储存期

20 天左右；加工车间也“住”进了村里，年轻

人捣鼓起了电商。李小四说，去年蜜瓜加工

量达到了 5000 公斤，1 斤蜜瓜干在网上能卖

50 多元。不只如此，加工流水线还创造了不

少岗位，“车间干一天，日结 150 元，大伙都很

踊跃。”

基地在村、增收到户，农产品加工业带动

农民增收作用凸显，目前全国共吸纳 3000 多

万人就业，辐射带动 1 亿多小农户增收。

五 原 县 农 牧 和 科 技 局 局 长 郭 明 旺 说 ，

“接下来，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健全农企利益

联 结 新 模 式 ，保 障 农 户 种 植 收 益 。 另 一 方

面，要继续延伸蜜瓜产业链条，实现种植、生

产、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增收。”

多渠道挖掘增收点，农民钱袋子更鼓。

各地依托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广

大 农 民 家 门 口 有 活 干 、有 钱 赚 。 新 业 态 成

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2021 年前三季

度 ，规 模 以 上 农 副 产 品 加 工 业 同 比 增 长

8.6% ，乡 村 休 闲 旅 游 业 基 本 恢 复 至 2019 年

同 期 水 平 ，农 产 品 网 络 零 售 额 保 持 两 位 数

增长。同时，围绕提振乡村富民产业，我国

累 计 创 建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集 群 50 个 、国 家 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151 个、农村产业融合示范

园 228 个、农 业 产 业 强 镇 811 个 。 乡 村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的 平 台 载 体 日 益 增 多 ，乡 村 产 业

集聚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王秀东表示，要通过延长产业链促进农

民多环节增收，通过做强新产业新业态，促进

农民多业态增收，健全完善合理的利益分配

机制，把更多的就业机会留在乡村，让更多的

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乡村产业兴 增收路更宽
本报记者 郁静娴

本版责编：常 钦

电子邮箱：rmrbxnc@126.com

核心阅读

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推
动下，农民增收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2021年前三季度，农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13726元，实际增长11.2%，高
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2.5个百
分点。

数据背后，折射出农业内
部增收潜力不断挖掘，农村改
革红利持续释放，农业产业链
不断延长，新产业新业态活力
迸发，乡亲们家门口的增收路
越来越宽。

室外寒风凛冽，室内温暖如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乌兰木伦村村民刘金叶正在屋里忙乎，“村里新建

了换热站，家里可暖和了，而且取暖费都是村里给交的。”刘

金叶感到现在的日子很安心。

“村集体收入多了，可以为村民办更多实事。”村党支部书

记张二龙说，每年村里都会拿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 60%投入民

生，村民看病、上学、养老以及水电暖等费用，村集体都会统筹

给予支持。村民们也愿意出力，为村里发展出点子。

“穷山饿石头，瘦水向南流。”顺口溜道出了乌兰木伦村

曾经的贫苦光景。面对如今的好日子，66 岁的王朝感慨良

多：“党建引领，产业转型，绿色发展路子走对了。”

依托境内丰富的煤炭资源，乌兰木伦村曾“因煤而兴，

靠煤而富”。依靠煤但不依赖煤，近年来，乌兰木伦村开始

转思路、转产业。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鄂尔多斯在全市开展“百企帮百

村”行动，伊金霍洛旗组织部门精准下沉包联驻村力量，指导

乌兰木伦村党支部与包联单位、帮扶企业成立联合党支部，发

展联动，利益共享，乌兰木伦村走上了一条产业绿色发展之

路：上千亩治理后的煤矿复垦区种上了高效油料作物，废弃的

煤矸石变为环保砖，不断扩大的绿色矿山变身为光伏“蓝海”，

矿区遗址再造的“煤海探秘”工业旅游项目前景看好。

鄂尔多斯市以党建为引领

百企帮百村

绿色促转型
刘 雍

■乡亲们的身边事⑨R

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
管理并重，统筹协调产能提升和绿
色发展，促进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
设、高效率管理、高水平利用，让我
们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烧饼田’变成了连片田，泵站、水渠一应

俱全，农机敞开跑，旱涝不发愁。”江西省上高

县新华村村民徐冬春细数高标准农田建设带

来的变化：耕地质量高了，600 多亩水稻实现全

程机械化，每亩成本减少 200 多元，“望天田”

变成了高产田。

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高标准农田托

稳了种粮农民的信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

根子，完善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肥沃的土

壤、优良的生态，成了农田防涝抗旱、高产稳

产的保障，有利于先进农机农艺的推广使用，

促进粮食生产节本增效。2021 年各地压实责

任，加大投入，新建高标准农田 1 亿亩。数据

显示，项目区亩均粮食产能增加 10%—20%，

亩均节本增效约 500 元。可以说，高标准农田

稳定了农民种粮收益，为粮食连年丰收提供

了坚实的支撑。

耕地质量关系国家“饭碗”，也关系农民

的腰包，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须臾不可放

松。当前，一些地方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还

存在短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

理收益，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下一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要把提升建设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下足绣花功，补上短板弱项，建好护好“饭

碗田”。

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提档升级，让生产条件

更优。应瞄准农民最期盼的问题，在继续完善

路网、水网、电网、林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促进新要素新技术集聚，在配套节水灌溉、

恢复地力、推广绿色生产技术等方面多下功

夫，让节水、节肥、节药逐渐成为“标配”，打造

一批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

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要注意的是，各

地农村资源禀赋不同，从东北平原到华北“粮

仓”再到鱼米之乡，应因地制宜，把建设高标准

农田与改善东北黑土地、推动华北地下水超采

治理、治理水土流失等问题相结合，促进产能

提升和绿色发展相协调。

完善管护机制，让高标准农田有人管、能

管好。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要在工

程维护、人员配备、资金筹措上建立长效机

制。应建立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探索田长制、网格员等制度，打通管护“最后一

公里”，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有人管”，充分

发挥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主体

等各方积极性，实施种田与管田结合。

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理并重，

统筹协调产能提升和绿色发展，促进高标准农

田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高水平利用，让我

们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高质量建好高标准农田
王 浩

■话说新农村R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利用

戈壁滩地日照时间长、早晚温差

大，加之冰雪融水纯净无污染的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设施农业。

图为民乐县智能温室里，

农民正在采摘成熟的番茄。

王 将摄（人民视觉）

番
茄
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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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后，来自河

北的韩会会到山东省惠民县

工 作 ，在 蔬 菜 大 棚 旁 扎 下

根。一个硕士咋离家千里，

“啃”上了土疙瘩？“这里的配

套服务暖心，人才待遇留心，

我可以全身心搞科研，学有

所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

技术长在泥土里，乡村舞台

大有作为。”韩会会说。

在惠民县，优秀人才扎

根乡村的故事还有很多，故

事背后是县里这几年打出的

一整套引进乡村人才的“组

合拳”。

惠民是传统农业县，促

进 传 统 农 业 向 现 代 农 业 转

型，离不开人才支撑。

县里蔬菜、桑蚕等产业

有基础。“把好地种好，关键

要有人才来‘点土成金’。”山

东鑫诚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

赵文鑫感慨，“现代农业要提

档升级，需要农业科技人才

‘组团来战’，推动科学研究、

深度应用、规模提升和品牌

打造。”

如何吸引优秀人才返乡

下乡？惠民县人才服务促进

中心副主任宋超介绍，近年

来，县里聚焦乡村产业和龙

头企业需求，组建专门的人

才服务队伍，努力为企业招

引优秀大学院校的毕业生，

建立大学生招引台账，推出

“一体化”公寓、“贴心化”服

务政策，一对一全程跟踪指

导 创 业 就 业 。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全 县 共 引 进“ 双 一

流”大学本科毕业生 20 人，

硕士、博士毕业生 89 人，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

好政策解了企业用才之

渴。山东鼎魁水处理设备有

限公司负责人樊晓媚坦言，

公司成立后，技术人才缺乏

是最大的发展瓶颈。“了解到

企业需求后，惠民县人社局

主动联系我们，帮着去省内

各大院校招聘，还为我们申

请办理了大学生就业见习基地手续，专门提供部分岗位补

贴，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樊晓媚说。

政策措施真金白银，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返乡创业。

“我们公司主要团队成员都是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的，公司

已经顺利申请创业担保贷和人才贷款 300 万元，新招聘的

大学生还能享受生活和就业补助，大大缓解了我们的资金

压力。”惠民齐发果蔬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吴元元说。

促进高质量发展，专家资源不可或缺。惠民县搭建政

产学研对接新桥梁，招一个专家团队，养一个产业链条，既

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农，也能助人才成长。

在德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经常可以看到

企业和高校专家教授洽谈技术攻关的场景。“精准对接高端

人才需求很重要！”公司负责人李克鑫说，在实际接触中，不

少专家对公司提的要求就是“要带学生”，让博士、硕士在田

间地头搞科研。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王淑芬教授与惠民县鑫

诚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开展合作。“选育出来的 3 个番茄新

品种，适应性强，市场需求旺盛。”王淑芬教授说。县里还与

山东省农科院合作，成立惠民香菇产业技术研究院，设立了

品种改良、标准化栽培和产品加工等 3 个研发服务中心。

目前，惠民香菇产业技术研究院已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有力带动全县食用菌产业提档升级。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如今，在惠民县的大棚、工

厂、实验室，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组团“筑巢”，袁隆平院士

工作站、国家食用菌改良中心等科研平台落地扎根，一大批

专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一大批优秀人才扎根乡土，为乡村

振兴播下“好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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