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我的理解是，占

总人口近一半的农民的收入也至少要翻一番。近日召

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农民收

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

农村的发展关键要依靠农业的转型。实践证明，

最有效的方式为以农民为主体，农业合作社为组织

者，龙头企业为引领者和带动者。以畜牧业为例，目

前，其规模化已成燎原之势，数十万龙头企业带动数

千万农民从事现代农业，为社会提供了超过 40%的相

关农产品。

为顺应农业转型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已逐

步向农业产业链的服务商转变，在相关领域作了一

系列的尝试和探索，包括:为规模养殖户提供优质的

种苗、饲料；组建养殖技术服务公司，培养近万名农

村技术服务专员为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成立数十

家金融担保公司，为农户解决规模养殖中的资金难

题；推动建立养猪、养鸭、养鸡等专业合作社，联系数

十万农户，走上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道路；为合作

的农社、农户提供大量的市场信息服务，减少因信息

缺失而导致的损失，缓和市场波动。

未来，我们将一步加强农业产业服务体系的建设，

持续在规模化、产业链的道路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探

索。在维护农产品供需平衡，以及保障食品安全等方

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担当，为现代农业的长足发展

作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新格局下的农业发展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未来，我们

将 进 一 步 加 强

农 业 产 业 服 务

体系的建设。

张 建 国 这 个 城 里 人 格 外 羡 慕 农 村 的 生 活 ，2008
年跑去京郊通州包了 200 亩地，开始种些时令蔬菜。精
心管护、安全种植，小菜园让家人吃得舒心，也吸引了周
围朋友争相光顾。

很 快 ，小 菜 园 因 为 不 断 有 朋 友 要 求 分 享 美 味 而
供 不 应 求 ，张 建 国 在 周 边 陆 续 找 地 扩 大 规 模 ，迄 今
发展成为 2000 亩的瑞正园农庄，每天向北京的数千
家庭、企事业单位提供天然有机食品和绿色无公害
食品。

张建国从打理自家小菜园变成经营一家农业企业，
但是让人吃上放心食品的初衷不变。瑞正园建园之初，
张建国就提出要用良心打造百年老店。“这是企业之本，
更是做人之本。”张建国说。

园区每一片地都有种植主管，企业和种植主管签订
安全生产协议，种植主管又和技术主管、班组长签订协
议，层层负责，落实到人。张建国曾在员工培训会议上提
出，如果在种植方面有谁违背良心，做一些不负责任、对
人体有害的用药用肥，任何人都可以举报，查证属实给予
举报人重奖。

为 了 种 植 有 机 蔬 果 ，张 建 国 和 他 的 瑞 正 园 付 出
了更大的成本。“就说用肥，我们坚决不用化肥。但
是普通化肥成本很低，而有机肥一吨要 600 多块钱，
我们的芹菜地如果用化肥催，一棚产量能达到 8000
斤 ；而 用 农 家 肥 ，一 棚 的 产 量 只 有 5000 斤 。 虽 然 高
投入，低产出，但我们必须坚持做下去，因为要打造
良 心 品 质 ，我 们 要 的 不 是 产 量 而 是 质 量 。”张 建
国说。

2010 年 6 月，瑞正园 9 栋温室的西瓜直径已经长
到 10 厘米，再有 20 天左右，长到 15 厘米至 20 厘米就
可以销售了。但就在这时，西瓜染上白粉病，植株渐
渐枯萎。当时的技术主管建议打一些药，这些药品特
别直接有效，却是当时的禁用的药品，将来西瓜流通
到市场上销售风险很大，但是打这些药品却是惟一的
补救办法。

张建国当即决定：毁瓜保誉。9 栋温室西瓜连秧带
瓜全部毁掉，转种其他作物，直接损失 54 万元左右，这
成为张建国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最惨痛的一次
经历。“这件事太痛心了，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但是做食
品不能昧良心，这个菜要做到自己敢放心吃，别人才会
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认可我们的企业是有责任感的
企业。”张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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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责任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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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
2012年1至11月份，我国进口大
米212.9万吨，同比增加160多万
吨，增幅超300%。另据国家粮油
信息中心预测，2012年至2013年
度，中国稻谷消费量为 20150万
吨，较上年度增加310万吨。稻
米的生产、需求及进口均呈增加
之势。如何看待大米进口快速增
加以及后市影响？

进口大米增长值得关注

1 月 11 日，记者来到北京最大的粮油
集散地盛华宏林粮油批发市场。据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介绍，这里的粮油供应量
占全市总量的 60%左右，连续多年交易额
均超过 50 亿元，交易量位列全国粮油批发
市场 20 强。调查进口大米交易情况，这里
很有代表性。

“我们市场共有 1000 多家粮油经营商
铺，其中经营大米的数百家，但只有 4 家店
铺有进口大米，而且数量都非常少，只有不
到几吨。”盛华宏林粮油批发市场杂粮经营
部负责人雷臣亮说，单论品质看，市场内销
售的大多数国产粳米并不比所谓的进口高
端米差。由于泰香米、柬埔寨大米等进口
品种多为籼米，较之国产粳米明显不具备
口感和新鲜度优势。目前进口大米很难对
国产大米市场构成威胁。

销售商感觉进口大米不足为患，加工
生产者的意见又如何？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理事、北京粮食集团古船米业公司副总经理

杜孝权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场的大米
消耗量为每年100万吨至110万吨，而作为
有益补充的进口量非常少。古船米业 2012
年进口大米仅为 2000 吨，很多北京粮油企
业根本没有动用进口大米的配额。

“ 说 进 口 大 米 一 点 影 响 没 有 也 不 现
实。”江西省南昌县昌碧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熊成说，从地域上看，首先受影响的
是我国南方部分地区。从品种上看，目前
受冲击相对大些的是籼米。进口大米自
2011 年下半年涌入江西市场，呈现每年递
增趋势。目前，昌碧米业以每斤 1.33 元的
价格收购稻谷，大米的加工成本就接近每
斤 2.1 元，而进口大米每斤市场售价仅为
1.82 元至 1.85 元，由于价格优势的缺失，进
口大米对本地大米加工业生产的集中消费
米、低端米造成了较大影响，但对每斤 3 元
以上的高端米尚未构成威胁。

中国农科院信息所国际情报室研究员
聂凤英认为，我国稻米市场目前供需形势
较好且略有盈余，近 3 年来稻谷累计结余
超过 1100 万吨，相对于进口量来说优势较
明显。受国家将继续提高最低收购价等政
策支撑，预计后期国内稻米价格总体将稳
中略升。无论是稻农种植积极性，还是未
来稻米供求大趋势，并不是少量进口稻米
就能改变的。

多因素致进口增加

进口大米增加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原
因还是国内旺盛的大米市场需求使然。”农
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说，随着消费水平不断

提高，对粮食品种多样性的需求越来越强，
特别是一些高端优质的大米需要适量进口
作为调剂。但进口大米的增加绝对不会影
响我国粮食安全，近年来我国粮食自给率始
终稳定在90%以上，谷物自给率95%以上。

“目前看，国外的粮食价格也确实相对
便宜，国内需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
调剂余缺。”新加坡黄金谷物有限公司中国
办事处市场部总经理王孝光说，在国际大
米价格大幅回落的同时，国际海运费也出
现了暴跌，使得大米运到中国的费用大幅
降低，进口大米的价格具有一定竞争力。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
情系统监测，2012年多个省区市籼米价格上
涨。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籼米市场走势
强劲，涨价幅度较大，加上同期人民币升值等
因素，使得国内籼米价格开始高于进口大米，
客观上为进口大米创造了条件。

杜孝权认为，由于我国稻米进口实行
配额制，决策者在配额进口时也考虑了国
内价格与东南亚主产国价格之间的差距，
在贸易流通的前提下，价格上涨将促使低
价大米进口增加，抑制国内稻米投机性炒
作，平抑过快上涨的米价。

产销各环节未雨绸缪

“我国对于高端优质大米的加工标准
和要求正在逐年提高，但就整个大米加工
业技术门槛来说并不高，因此针对这一轮
进口大米增加对加工业的影响，企业应时
刻警惕，提早在生产、原料采购、销售等环
节做好充分准备。”中粮集团科学研究院武

汉分院副总工程师谢健说。
“进口增加的多为南方籼米品种，我

们主要经营的是东北粳米当季稻，新米上
市前后早有稳定的消费群体，在国内市场
份额稳定。”作为国内最大的大米加工销
售企业之一，北大荒米业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进口大米价格虽低，对东北粳
米市场的影响有限，但加工企业应未雨绸
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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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驱散晨雾，露出无际的原野。稻
田方方正正，平坦无垠，不同的是，一般田
埂只半尺高，这里的田埂却高得像河堤。
高达两米多的田埂，将田野分割成无数方
形大池。

“田埂堆高，灌满水就是鱼塘，排光水
就是稻田。以往一年种两季水稻，我现在
也是两季——夏天种水稻，冬天‘种’鱼。”
鲁晓勇一边向田里抛活鱼，一边对记者说。

田里刚灌满了两米深的清水，如果不
是水底密布的稻茬，记者还真以为这本就
是水塘。

虽然也是利用稻田养鱼，但冬季“种”
鱼和人们常说的稻田养鱼比，完全是两种
养法。平常的稻田养鱼，是在水稻生长的
同时，向田里投放鱼苗，鱼和稻一起生长。
冬季“种”鱼是在 1 月份活鱼大量上市低价
时，利用闲置稻田屯养，6 月份淡季价高时
排水卖鱼插秧。“种”鱼打的是时间差，挣的
是差价，因此，放养的鱼都较大，不像稻田
养鱼投放的是小鱼苗。

鲁晓勇告诉记者，刚开始他放的鱼都
是七八两重，发现效果不是太好，后来放的
都是半大鱼，大花鲢 2.5 斤左右，草鱼 1.5

斤左右，鲤鱼、鲫鱼半斤左右。这个阶段的
鱼长得最好。

另外就是时间把握。1 月份捕鱼应
节，量大价低，是大量购进放养的最佳时
机。6 月中旬市场活鱼供应少，价格最高，
应及时排水卖鱼，以便赶插中稻。

蕲春县委书记徐和木表示，最近几
年，县政府大力推进沿江沿湖优质高效
渔 业 板 块 基 地 建 设 ，引 导 农 民 增 收 致
富。冬季活鱼低价时，利用闲置稻田屯
养，夏初高价时卖出，是农民增收的一个
有效途径。

闲田巧用 冬忙“种”鱼
本报记者 黄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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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鱼看似简单，其实还是有讲究。
其一，品种要搭配。大花鲢是上层鱼，

吃浮游生物，每亩放养120条。草鱼是中
层鱼，吃秕谷，每亩放养60条。鲤鱼、鲫鱼
是底层鱼，吃田底杂草、稻根，每亩放养20
条。如此搭配，不仅鱼长得好，而且有利于
给稻田除虫、除草、平田。

其二，大小要合适。价低时买进，价
高时卖出，利润固然可观，但要实现效益
最大化还得选好鱼种。小鱼苗肯定不行，
6个月长不了多大。太大的鱼也不行，长
不动，气温回升后易发病，白白浪费饵
料。因此，放养的活鱼最好是正处于快速
生长期的。

其三，底肥要下足。底肥不是化
肥，而是农家肥，不仅可作鱼饲料还可
肥田。

“种”鱼窍门

知 识

正值隆冬季节，水田大多闲置，但湖北省蕲春县管窑镇寒婆岭村农民鲁
晓勇却在田里忙得不可开交。忙啥呢？忙着在水田里“种”鱼呢。

冬季闲田“种”鱼，效益怎么样呢？
鲁晓勇告诉记者，最近两年，差价这

一块，一般每斤能赚 2 元。比如去年 1 月
份，鲤鱼购进价每斤 2.8 元，6 月份 5.1 元
卖出。另外，半年时间，平均每条鱼能增
重 1.2 斤左右。去年 1 月鲁晓勇买鱼花了
19 万元，到 6 月卖鱼一算账，纯赚了 14
万元。

在稻田里蓄水放鱼，6 月份才能卖鱼
腾田，而早稻 4 月底前就必须插秧。冬季

“种”了鱼，就耽误了种早、晚稻，只能种一
季中稻。少种了一季，会不会影响种粮收
益呢？

“不影响。我们推广高产再生稻，打的

粮一点都不比双季稻少。养过一季鱼的稻
田，投足了农家肥，而且经过长期水淹、鱼
吃，虫害、杂草少，节省化肥、农药。这么种
出的稻谷，米质好，售价高。”县农业局局长
乐有才说。

鲁晓勇这 250 亩水田，用的都是猪粪、
鸡粪。他养了 800 头猪，猪粪全部倒进田
里。此外，还从养鸡场买了 2000 斤鸡粪，
也都倒进田里。

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蔡绪银告诉记者，
最近十几年，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家中缺人
手，很少有人种双季，都种中稻。为稳定粮
食产量，政府部门用尽了心思，从 2004 年
起，引进高产再生稻技术，经过 7 年摸索，

技术已经成熟。目前县里推广的高产再生
稻技术，中稻头茬能收 1300 斤，再生茬能
收 700斤，总产也有 2000斤左右，与种早、
晚两季稻比，总产不相上下。

鲁晓勇给记者算开了增收账：每亩
稻田，冬季“种”鱼，纯增收 1200 元；由于
施足了猪鸡粪，鱼粪肥田，节省化肥 80
元；由于底层鱼搅平了田底，基本不需整
田，节省 60 元；虫卵被鱼吃尽，稻飞虱等
虫害几乎没有，节省农药 60 元；由于稻
米光洁透明，口感好，售价每百斤高 10
多元。

真是：隆冬闲田巧利用，收完水稻再
“种”鱼。

打 的 是 时 间 差 挣 的 是 差 价

一 田 两 用 效 益 相 当 好

近日，一则江西种粮大户发年终奖的

消息引起社会关注。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种粮大户凌继河拿出 140 万元现金，奖励

其承包农场上管理得好的农民，最高的甚

至拿到 16.3 万元。不少网友大呼给力，认

为该奖，甚至要“改行做农民”。

临近年底，年终奖总是热门话题，以往

这类新闻的主角常是福利较好的大型企业

和机关单位，而这一回则是农民兄弟登台

亮相，年终奖和农民看似不沾边，搭到了一

起令人眼前一亮。

其 实 ， 现 代 农 业 已 经 发 展 为 产 业

化、规模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现代职

业农民与工业企业员工相比，应该只是

工种不同。年终奖作为用人单位根据全

年经济效益和对员工全年工作业绩综合

考核情况而发放的一次性奖金，现代农

业企业给自己的员工发年终奖，自然也

是情理之中。

凌继河这次年终奖发放的标准与农民

种地效益挂钩，直接现金发放，全过程透明

公开，很多农户在收到奖金后表示会继续

研究技术，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从管理者

来说，表达了对员工一年辛勤工作的尊重

和肯定，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全

体员工的种粮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忠诚度。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新型经营主体，更离不

开经营管理手段的创新，通过发放年终奖，

将企业经营与农民致富捆绑在一起，农民

更有干劲，企业发展也更有动力，最终实现

双赢。

应该看到的是，江西这个案例是以现

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为背景的。随着国家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农业现代化

步伐加快，农业生产经营逐步实现集约化、

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新型经营

主体队伍增强扩大，农业产业化提速加快，

这一过程必然出现很

多 新 现 象 、新 亮 点 。

像发放年终奖，折射

出 的 就 是 前 述 的

“因”，也将带来农业

企业管理提升和农民

收入增长。

这样的年终奖，好！
徐 胥

上图 北京市最大的粮油批发市场

盛华宏林粮油批发市场粮油精品交易

厅堆满品牌大米。

下图 装满大米的卡车在市场驶过。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湖 北 省 蕲 春 县 管 窑 镇 寒 婆 岭 村 农

民 鲁 晓 勇（左）在 冬 季 养 过 鱼 后 的 稻

田 中 。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