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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本 报 讯 记 者 乔 金 亮 报 道 ： 日
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重庆调研春
季农业生产时表示，当前春耕生产已
进 入 关 键 时 期 ， 东 北 部 分 地 区 的 春
涝、西南西北等地的春旱、部分地区
小麦条锈病重发态势，给春播春管带
来较大困难，农业部门要把春管春播
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强化科学抗
旱排涝，开展分类指导服务，按时完
成春播任务，努力夺取夏粮丰收，为
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基础。

去冬以来，东北地区气温持续偏
低，降水偏多，突出表现为春涝和低
温“双碰头”。据农业部农情调度显
示，截至 4 月 9 日，东北地区旱地水
分饱和过湿面积 1.43 亿亩，其中明水
面积 3300 多万亩。同时，东北地区气
温持续偏低，特别是近 4 个月平均气

温仅为零下 12.2℃，比常年同期偏低
2.6℃。黑龙江农委有关负责人说，在
此背景下，整地难度加大和生产成本
增加“双叠加”，可能导致播期推迟和
播种质量下降的“双风险”。

截至 4 月 15 日，西北地区农作物
受旱面积 1845 万亩，同比增加 1694 万
亩，占全国受旱总面积的 33.5%。据了
解，当前西北冬小麦处于拔节期，需
水量增大，持续发展的旱情对冬小麦
生长发育十分不利，可能影响幼穗分
化。此外，随着大风天气增多，表层
土壤失墒加快，不利于春播作物播种
出苗。农业部农情调度显示，东北四
省区农作物春播完成计划的 0.8%，同
比慢 1.3 个百分点；水稻育秧完成计划
的 30.3%，同比慢 31.4个百分点。

据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测报网监

测，全国小麦病虫害累计发生 2.03 亿
亩，较去年同期增加 58.3%。预计随
气温回升和降雨量增加，小麦病虫害
将加速蔓延。据中国气象局预测，4
月份局部地区旱情将持续发展，影响
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针对此，
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实施防灾减灾关键
技术补助，安排 17 亿元专项资金，将
冬小麦“一喷三防”补助范围从 11 个
主产省扩大到 20 个生产省，首次实现
冬小麦“全覆盖”。

针 对 当 前 春 耕 生 产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 农 业 部 迅 速 组 织 开 展 了 东 北 抗
春 涝 保 春 播 攻 坚 战 、 西 北 西 南 抗 旱
促 春 管 保 春 播 攻 坚 战 、 长 江 中 下 游
水 稻 集 中 育 秧 促 增 产 攻 坚 战 等 春 耕
生产“三大攻坚战”，分类指导，分
区推进。

面对东北部分地区春涝、西南西北春旱、小麦病虫害重发——

农业部启动春耕生产“三大攻坚战”

④如何让农民富起来如何让农民富起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务工收入已
占我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
上。近年来，由于用工荒，农民工工资
持续增长，那么，现阶段如何保障农民
务工收入再增长呢？

单纯加薪空间已不大

保障农民务工增收，最简单的办法
是继续加薪。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简单加薪的空间已越来越小。

“人力成本太高了！盈利就这么多，
月薪 1700 元已经到极限了。”江西龙南
联辉电子公司总经理罗晓钟对记者说。

罗晓钟道出了当前很多企业的苦
恼。各地为争夺工人，连年大幅提高工
资。和去年同期比，今年平均薪酬又上
涨了两成以上。据有关部门统计，10 年
来，我国人力成本增长了 4 倍，目前平
均工资已是菲律宾的 2.5 倍、印尼的 3.5
倍。以出口企业为例，我国月均工资超
过 4000元，而印度只有 600元左右。

罗晓钟告诉记者，他的生产线本来
在深圳，为降低人工、场地成本，2003
年迁到赣南山区龙南县里仁镇，没想到
内地山区工资也上升很快。去年上半

年，起薪 1200 元，下半年就涨到 1700
元，春节放假后又提了 100元。“一季度
订单比去年同期少了 40%，很多老客户
现在从印度、越南订货。从去年下半年
起，多数电子厂都在亏损，大家都在咬
牙坚持，希望挺过这段时间能好起来。”

高人力成本导致订单大量流失，窒
息“中国制造”，使加薪难以为继。

务工增收有赖技能提升

虽然人力成本高企，压缩加薪空
间，但农民务工收入仍有继续提高的可
能。新的加薪潜力在于产业升级后，劳
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我们生产线需要 400人，因为招不
上来工人，平常只有200来人在线上，已
经连续几年只能半负荷运转。我们申请了
贷款，正升级生产线。新设备投产后，工
效可以提高三至五倍，能节省大量人手，
底薪也能提高很多。”罗晓钟说。

产业升级可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
为民工大幅加薪创造条件，但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农民自身技能不足，正严重
制约务工收入的提高。

在湖北省黄石市开服装厂的李中云

告诉记者：“我们厂原来需要招收 70 多
个农民工，新生产线建好了，只需要
10 多人。现在最苦恼的是，工资提高
了两倍，仍招不齐合格的工人。新设备
半自动化生产，需要工人熟练操作电
脑，会编简单程序，这样的农民工太少
了。”

“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升级阶段，产
业升级了，农民工劳动技能也应相应提
高。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刻不
容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地正着手开展
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比如安徽省今年计
划培训农民工 100 万人次。可以预见，
农民工经过“充电”后，劳动技能和工
资水平都将与时俱进。

务工增收还需降低成本

保障务工实得收入增长，还需尽量
降低务工成本。

“这几年工资涨了不少，可日常费用
也涨了很多。俺夫妻俩在北京辛苦一
年，扣除房租、生活费、孩子学费、路
费，每年过年回家剩不了万把块钱。”4

月 16 日上午，在北京虎坊桥人才市场，
来自河北省广平县南韩村乡的农民工刘
军对记者说。刘军夫妇俩在北京做工，
孩子在北京借读。据他讲，像他这样的
农民工不在少数。

据教育部统计，目前有 1260 万农村
户籍孩子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
随迁子女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已引
起中央重视。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
告承诺，将初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对于农民朋友来说，背井离乡务工
未必是最佳选项。如今，产业加速向欠
发达地区转移，农民就近就能找到满意
的工作。吉林省蛟河市碾子沟村山头屯
孙成礼说，农闲时都到镇上做工，日工
资 250元，一年能额外挣两三万元。

刘军在考虑，是否回家在镇上找工
作。这个想法得到了专家认可。“从数字
上看，在大城市务工，每月工资能高不
少，但扣除生活成本，实得收入并不比
在家高多少。比如在深圳每月挣 3000
元，生活费用可能需要 1200元，而在家
虽然只挣 1500元，但吃住在村里，生活
成本低，还能照顾老人、孩子。”张晓
山说。

务工收入能否再增长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务工收入能否再增长
本报记者 黄俊毅











































 

近日，在江西省南昌县泾口乡北湖
村标兴农机农技服务合作社的早稻集中
育秧大棚里，记者看到，农民们忙碌着
将秧盘装车运到田间。种粮大户、合作
社农技员陶朝阳告诉记者，今年合作社
免费承接了 113 户农民的早稻抛秧和机
插订单，免费集中育秧让农民既省心又
省力。

南昌县农业局副局长雷年保介绍，
为全力做好春耕工作，南昌县推行“行
政推动、主体带动、补贴促动”运行机
制，先后制定下发了 《南昌县 2013 年粮
食生产意见》 和 《关于切实抓好春耕生
产工作的通知》、《南昌县 2013年早稻集
中育秧工作方案》。与此同时，大力推进
技术创新，采取科技入户、技术承包等
手段，着力提高粮食单产；加快引进和
推广产量高、品质优、抗逆强的新品
种，大力推广超级稻生产，以促进大面
积均衡增产。今年，南昌县已落实粮食
播种面积 217 万亩，建立了 10 个粮食万
亩高产示范片。

南昌县春耕生产形势“稳”、工作开
展“早”、服务指导“新”，只是江西省稳
定粮食生产的一个缩影。记者从江西省农
业厅了解到，预计今年江西省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 5752.8 万亩，同比增加 16.1 万
亩，粮食总产力争达到420亿斤。水稻播
种面积 5229.1 万亩，同比增加 11.2 万

亩，其中早稻种植面积2271.5万亩，同比
增加14.5万亩。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实现今年粮食丰
产丰收，江西省把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作为
首要任务，做到强农惠农政策早落实。今

年江西采取由差价购机转变为全价购机、
县级结算、补贴入卡、逐级监督的新模
式，已于 3 月 10 日前将良种补贴、粮食直
补、农资综合直补等种粮补贴 49.95 亿元
全部拨付到农民的“一卡通”存折，落实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6.9 亿元。

为实现粮食稳定增产，江西坚持把科
技兴农作为关键举措来抓，深入开展万名
农技人员送科技下乡活动，促进科技服务
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培训到人，力
争农业科技贡献率提高到 53%；开展了

“百万农机闹春耕”活动，全力推进农业
机械化，大力发展现代高效设施农业，力
争水稻综合机械化率突破 60%，已落实 7
个粮食增产模式攻关试点县、431 个粮食
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此外，积极推动水
稻“单改双”，通过整合资金新建高标准
粮田 320 万亩，预计今年双季稻比重高达
89%。

江西还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鼓励种养大户发展生产，预计今年江西百
亩以上种粮大户将超过 1.3 万户，同比增
长 7.2%；规模粮食种植面积将超过 300 万
亩，同比增长 12.6%；大力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争年底农民
合作社总数达到 2.5 万家，新增 6000 家，
入社社员达到 120 万户，覆盖农户比重达
到 30%。

预计全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5752.8万亩

江西春耕全面展开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陈明喜

预计全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5752.8万亩

江西春耕全面展开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陈明喜

上图 4 月 15 日，几位农民在江西新建县朱港农场早稻田内搬运秧苗。近日，

江西各地农民抓紧晴好天气翻耕田地，抢种早稻秧苗，全省春耕生产全面展开。

新华社记者 周 科摄

下图 4 月 16 日，内蒙古化德县城关镇农民在播种小麦。近日，随着气温逐步

回暖，内蒙古中西部各地农民紧抓农时，春耕备耕。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在山西省高平市华康猪业有限公
司的猪舍里，记者看到，在猪舍前墙上
方的土壤槽里，绿色植物蓬勃生长，夏
季里能为小猪们遮阳避暑，并且能吸
收难闻的氨气。猪舍外建有隐蔽式排
粪沟，猪舍的前后墙上开设通风窗，这
些设计让猪舍的环境清洁卫生。

这些设计巧妙的“猪舍别墅”出自
华康猪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忠之
手。在华康公司的现代化电子监控室，
透过大屏幕，记者看到，猪舍干净整
洁，空调保育舍、先进育肥舍、地暖设
施、饲料自动输送系统一应俱全。

“在如此舒适环境中生长起来的
猪，个大、瘦肉率高。目前，‘华康’牌生
猪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站
稳了脚跟。”张志忠说道。

事实上，先进的猪舍只是华康公
司的一个小亮点，其生猪养殖的最大
特色在于“循环”，华康公司的循环链
是这样的：养猪——产出三沼（沼气、
沼液、沼渣）——发电——种植蔬菜大
棚和苗木。

“以前，猪舍每天产生的大量粪
便，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张志忠介
绍说，为此，公司投资 1000 多万元建
起了大型沼气站，每天可以处理猪粪
20吨，不仅解决了猪粪污染问题，产生
的沼气还可供村里800户村民使用。

除了沼气之外，沼渣、沼液也在这
里变废为宝。华康公司投资 500万元，
建起了 200 栋蔬菜大棚和 200 亩苗木
基地，以沼渣、沼液代替化肥。每年可生产 360 万斤绿色无公
害蔬菜，仅此一项可收入 400多万元。

华康的经营模式是“生猪之乡”高平市发展生猪养殖业的
一个缩影。目前，全市有千头猪场 302 个，万头猪场 16 个，规
模养猪比例占到 80%以上，生猪优质率达 90%以上。为了实
现品牌化发展，当地还整合注册了“高平生猪”品牌，成立了猪
业协会，组建了 65 家合作社，开通了“高平生猪网”，为养殖户
搭建了服务平台。

近年来，高平市生猪产业迅速由单纯养殖向高附加值加
工转变，先后引进了雨润集团 200万头生猪屠宰项目、上海杰
隆 5000 吨猪血加工项目，建设了凯永、裕宏两个 30 万吨饲料
加工项目。同时利用生猪粪便，建成沼气站 26 个，8 万农民用
上了清洁能源。他们利用沼液、沼渣，发展设施农业蔬菜大棚
1万余栋、果品 2万余亩，形成了猪―沼―菜、猪―沼―果的现
代农业生产模式，促进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目前，高平市已成为全省现代农业示范市，还是国务院
表彰的生猪基地示范市。去年，全市生猪出栏达到 145 万头，
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1000 元。下一步将紧紧围绕‘高平生猪’
这一品牌，坚持走高端化和循环化的发展路径。”高平市委书
记谢克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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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文晶报道:安徽省近日出台系列举措，对涉
禽龙头企业提供 50%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帮助
家禽养殖和加工企业渡过难关，稳定禽业发展。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发展禽业生产的通知》 要
求，自今年 4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对全省从事家禽养殖、
加工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
50%贴息支持。如果受损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逾期，银行实行
贷款展期。另外，对家禽养殖、初级加工企业，免征 2013
年度企业所得税。自产自销的家禽养殖、初加工企业，免征
增值税。家禽及禽产品检疫费、排污费、城市污水处理费和
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地方分成部分，予以减免。对家禽
养殖、加工企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有困难的，也
可以申请减免。

安徽对涉禽企业提供贷款贴息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品牌农资中国行”大型惠农公
益活动近日在山东省平原县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除了由品牌农资企业直供质优价廉的农
资产品，还有中国农科院专家技术讲座、农技知识咨询、品牌
农资无底价拍卖等内容，旨在为农资企业和农业经营主体搭
建直接对接平台，让优质放心农资进社入户，减少流通环节，
指导农业生产者更科学地选购使用农资产品，助力农资企业
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

山东省平原县是“品牌农资中国行”大型惠农公益活动的
第一站，今年该活动还将在全国 8 个粮食主产区、50 个粮食
生产先进县开展。

“品牌农资中国行”走进平原

本版编辑 李 亮 制图 夏 一

这是黑龙江绥滨县一处低洼内涝的农田（4月 16日摄）。

去年以来，黑龙江主要农区平均降水量比上年同期大幅

偏多，雨雪天气一直持续至今春。今春黑龙江省内涝形势比

较严峻，有近 7000 万亩农田处于偏涝状态，影响春季整地和

播种进度。 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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