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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家庭农场发展的喜与忧（上）

本报记者 李 力

家庭农场目前正在各地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表现出对开办家庭农场的极大热情。但家庭

农场的规模该有多大？资金问题如何解决？家庭农场如何经营好？就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

研采访。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8月15日
发布消息称，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东部干
旱范围有所扩大。截至15日，全国有9577
万亩耕地受旱，其中作物受旱面积 8511万
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面积1066万亩，有
924万人、304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

持续高温少雨造成的干旱依旧考验着
湖南、贵州、湖北等地。应对干旱，三峡
等重要水库发挥出关键作用。根据长江防
总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三峡水库最大入

库洪峰流量为 49000 立方米每秒，相应出
库流量为 33500 立方米每秒，最高库水位
156.03 米。通过多次运用三峡水库拦蓄洪
水资源，共拦蓄洪水 105 亿立方米，这为
后续长江中下游抗旱提供了有效水源。从
7 月底开始，长江防总通过科学调度三峡
水库进行抗旱补水，截至 8 月 13 日已累计
补水 95 亿立方米。同时，通过与电力部
门协调，将三峡水库下泄流量维持在日均
22000 立方米每秒，以保障高温抗旱电力

供应，缓解高峰时电力紧张状况。
南方传统多雨区频繁出现干旱的变化形

势，要提高抗旱减灾的能力，除了依靠控制
性水利骨干工程，小水库、小水窖、小水池
等小型、微型水利工程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最可怕的不是水变少，而是留不住
水。”这话说出了旱区老百姓的担心。而一
些“不起眼”的小工程，单件投资小，机动
灵活，见效快，在居住分散、耕地零星、大
中型水源覆盖不到的地区就能解决老百姓的
困扰。

和南方的旱情相对，我国东北地区正在
经历洪水的威胁。8月12日，嫩江上游尼尔
基水库库区突降暴雨，阿彦浅站最大降雨量
达 102 毫米。受降雨影响，尼尔基水库 12
日 14时入库洪峰流量达 9440立方米每秒，
为重现期超过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关键时刻，科学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
程的拦洪削峰作用，才能确保防洪安全。
经国家防总、松花江防总紧急会商，认真研
判，尼尔基水库控制下泄流量 5500 立方米
每秒，成功削减洪峰 42%。

8 月 16 日至 17 日，辽宁省东部降了暴
雨到大暴雨，局地降了特大暴雨，受强降雨
影响，辽河流域 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戒水

位洪水。辽宁省防指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
应，科学调度浑河大伙房水库控制泄洪流
量为 22 立方米每秒，削峰率达 99.7%，确保
了浑河下游抚顺至沈阳河段水位均未超过
警戒水位，保障了浑河下游防洪安全。

8 月 14 日至 16 日，松花江支流第二松
花江流域降大到暴雨，局部降大暴雨。针对
此次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松花江防总科
学调度位于第二松花江上游的白山、丰满水
库，采取提前预泄等手段，充分发挥水库的
拦洪削峰作用，将上游超 20 年一遇的大洪
水削减为一般洪水，有效减轻了下游的防洪
压力。通过控制水库的泄洪流量，白山水库
将入库流量为927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削减
为4000立方米每秒，削峰率达57%；丰满水
库将入库流量为 10700 立方米每秒的洪峰
削减为1800立方米每秒，削峰率达83%。

目前，全国仍处于主汛期，除了松花
江流域需要关注，长江嘉陵江、汉江水系
以及黄河中游渭河等河流还有发生秋季大
洪水的可能。国家防总要求，各地要认真
落实防汛抗洪预案，做到科学调度水利工
程，做好秋汛的防御和应对准备工作，确
保大江大河、大中型水库、重要保护目标
防洪安全。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 有效应对旱涝灾害
本报记者 张 雪

前不久，国家林业局启动生态红线保护行动，划定

了林地和森林、湿地、荒漠植被、物种四条生态红线，

其中要求全国林地面积不低于 46.8 亿亩，森林面积不低

于 37.4 亿亩，湿地面积不少于 8 亿亩，治理宜林宜草沙

化土地、恢复荒漠植被不少于 53 万平方公里。这是我

国首次明确划定的 4条生态红线。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生态保护用地

越来越少，水污染严重，重污染天气频频出现，生态脆

弱地区总面积已达国土面积的 60%以上。从我国生态赤

字大、欠账多这一现实分析，划定生态红线意义重大。

生态红线是限制开发利用的“高压线”，维护生态平

衡的“安全线”，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如果不

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大生态修

复和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状况恶化的趋

势，就无法有效保护水源涵养地、生态屏障区、生态脆

弱区，生态环境就将继续遭受破坏，国家生态安全也将

受到威胁。

当前，国家正积极推进生态红线划定工作，不少地

方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如安徽省制定了 《安徽省生态强

省建设实施纲要》，以增强生态竞争力为核心，下定决

心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推进生态强省政策，筑牢

生态屏障。力争到 2016 年，新增森林面积 1000 万亩，

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的 27.53%提升到 33%。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首先，地方政府要

提高对生态红线的认识，解决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处

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其次，建立健全保障

机制，制定与红线性质相适宜的管理机制，尤其是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从而调动人们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再次，加强对生态红线的管理，建立国土生态安全监测

与监察体系，及时掌握我国国土生态安全的现状及变化

趋势，为生态红线区生态安全的维护、评估与管理提供

决策依据。

此外，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树立生态政绩观，加大保护力度，避免生态破坏，尽快

划定生态红线，并坚决守住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人民基本生

态需求的底线，营造爱护生态环

境的良好风气。

生态红线要划定更要严守。

我们期盼，不久的将来天更蓝、

水更净、生态环境更美丽。

生态红线须严守
吉蕾蕾

8 月 18 日，为期一个月的上海金山枫泾黄桃节拉开
帷幕，到处洋溢着枫泾桃农丰收的喜悦。“想不到今年的
早黄桃那么好销，最高收购价每公斤 12 元，还供不应求，
看来错开黄桃销售旺季是明智的选择。”菖梧村黄桃种植
大户李炳南高兴地说。

枫泾全镇种植早黄桃不到 100 亩，平均亩产 1500
斤左右，但经济效益相当高，每公斤可卖到 10 元以上，最
高零售价可达 16 元左右，亩产值 8000 元以上。面对今
年早黄桃销售价格的利好消息，一些桃农开始筹划黄桃
品种的结构调整，让消费者早尝鲜的同时，也让自己减轻
黄桃旺季的销售压力。

从 2007 年底开始，枫泾镇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支持和鼓励农民种黄桃。在引进品种时，上海市农科院
林果研究所和果树研究室帮助开发选育了不同成熟期、
口感好的黄桃，现有锦香早熟黄桃、锦园中晚熟黄桃及锦
绣、锦花晚熟黄桃 4个品种。

近年来，随着桃园逐步进入盛果期，一家一户难以打
开市场，很多桃农都不知道黄桃往哪儿销。2011 年 8 月
枫景黄桃合作联社成立，将镇内 34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起来打起了“统一”牌：即统一发展规划，统一技术服
务，统一生产资料，统一品牌包装，统一销售市场。由联
社聘请两名持证水果经纪人，做市场推介营销，理事长由
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兼任。

在枫景黄桃合作联社的推动下，黄桃当年不仅很快
卖完，而且卖上了好价钱。2012 年全镇 3500 多亩黄桃
亩纯收入 5000多元，比联社成立前翻了一番。

上海金山区枫泾镇：

早黄桃销售旺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李治国

本版编辑 刘 佳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报道：今年 6 月以来出现持续
高温少雨天气，致使重庆部分区县出现不同程度的伏
旱。面对严峻的抗旱形势，各地抗旱服务组织充分发挥
专业化、突击队的作用，积极投入抗旱救灾。

武隆县抗旱服务队支援巷口、白马、羊角、铁矿等
乡镇抗旱保人饮，累计送水 76 车次 650 余吨，有效缓
解了 2000 余人饮水困难。重庆市防汛抗旱抢险中心先
后 8 次调运 5 吨抗旱剂、205 个抗旱水袋、20 台套抽水
设备等抗旱物资设备支援彭水、丰都、云阳等区县抗旱
救灾工作。

据统计，伏旱以来，重庆市累计投入 436 个市、区县、
乡镇三级抗旱服务组织，其中市防汛抗旱抢险中心和 25
个县级抗旱服务队，引提水 1200 多万立方米，解决了 2.4
万多人临时饮水困难，抗旱浇灌农作物 13.7万亩。

重庆市开展抗旱行动

累计投入 436个抗旱服务组织

8 月 19 日 ，广

东封开县贺江水位

开始回落。封开县

受灾最严重的南丰

镇居民在县、镇、村

工作组的帮助下洗

刷 店 铺 、清 洗 街

道。图为消防官兵

出动消防车帮助清

理受浸街道。

韦石明摄
（新华社发）

群众首创 政策扶持

适度规模 循序渐进适度规模 循序渐进

我国国情决定了家庭农
场的经营规模必须适度，不
能一味“贪大”。必须坚持依
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如何定义家庭农场？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韩俊在接受采访时说，家庭农
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
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

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概括来讲，家庭农场具有家庭经营、适
度规模、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等四个显
著特征。那么，家庭农场与种粮大户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有何区别？家庭农场与以往
种粮大户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讲，家庭农场
需要经过工商注册、有法人代表，其运作更
加企业化，可以说，家庭农场是种粮大户、
养殖大户的“升级版”；家庭农场与专业合
作社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成为合作社的成
员，合作社是农业家庭经营者的联合体。

在调研中，很多经营者反映，目前影
响家庭农场发展的问题是土地经营的规
模和期限。家庭农场大部分土地是通过
流转得来，而流转土地的稳定性就非常重
要。如果一个家庭农场每年经营的土地
规模变动太大，显然是对农场经营极端不
利的。土地的流转如果是短期的，家庭农
场就难有专心经营的积极性，也很难做长
期的投资，这对于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
家庭农场在流转土地时，需要户户做工
作，户户签合同，一旦遇到一户不愿意流
转的，就会前功尽弃，成本很高。

杨家雄的杨氏家庭农场是武汉市最
早的 5 个家庭农场之一，从 2010 年 10 月
建立家庭农场到现在，已从 10 亩扩大到
20 亩，年收益也从几万元涨到 20 万元。
他想扩大经营规模，但供流转的适宜蔬菜
种植的土地很少，难以形成规模种植，让
他很苦恼。据了解，目前武汉的土地流转
形式以出租为主，租期普遍偏短，制约了
家庭农场的发展壮大。

河北滦县的家庭农场也面临同样问
题，县委书记卢宏秋说，为此县里积极创
新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县、镇、村三级土地
流转服务平台，鼓励种养殖大户通过承
租、承包、转让、入股等形式进行土地流
转，为建设家庭农场提供了必要的要素支

撑。如在响堂镇大司营村建立了农民土
地股份合作社，农民群众以土地承包权作
价入股，流转土地，实现小块分散土地的
集中经营。土地股份合作社以高于每亩
承包土地实际收益 20％至 30％的价格，
确定股价，作为保底收入，把土地流转给
家庭农场，根据农场经营项目年终按收益
比例分红。

农业部经管司负责人表示，由于刚刚
起步，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还有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农业部将按照中央要求，着
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
实现途径，指导地方稳步培育家庭农场。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场注
册登记制度，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
记办法，制定专门的扶持政策。

韩俊强调，我国的家庭农场和西方的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有所不同，在我国不可
能出现经营几万亩土地的家庭农场，这是
由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的
人地关系不适合发展过大规模的家庭农
场，要兼顾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把
握好土地经营规模的“适度”。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家庭农场通过适度规模经
营，才能灵活应用先进机械设备、信息技
术和生产手段，才能够大幅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为高效盘活闲置土地，各
地大胆创新土地流转模式，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家庭
农场成为改革突破口

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一位老农细心

察看着庄稼的长势，还捏起一撮土探探水
分如何。操着浓重苏南口音的江苏常熟市
田娘农场场长高建浩告诉记者，侍弄庄稼
就要像照看婴孩一样仔细，所以他给自己
经营的家庭农场起了“田娘”这个名字。

在我国现有的家庭农场中，田娘农场
的知名度很高，作为常熟市第一家在工商
局正式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现在经营着
6800 多亩土地，已通过国家级优质稻米标
准化示范基地的验收，成为农业部“种粮
专业大户”，所生产的“田娘”牌有机大
米深受消费者青睐。

谈到田娘农场的发展，高建浩感慨地
说，实际上这一模式的雏形，应该追溯到
我们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探索。那时，迅
猛发展的工业化潮流带走了农村的青壮年
劳动力，大片田地撂荒。我率领 17 户村
民，鼓足勇气到昆山正义镇承包了 4800
多亩粮田，成为苏南第一批跨市承包大片
土地的农民。当时采用了以家庭为单位分
片精耕细作又统一协调服务的组织形式，
算是家庭农场的初级版。

为了减少化肥对土壤结构的侵害，并
使垃圾变废为宝，高建浩在 2002 年创办
了江苏田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专业
处理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固体有机废弃
物，生产有机肥料。在推广有机肥、流转
土地进行示范过程中，田娘科技公司逐步
摸索出以“公司+合作社+若干家庭农场”
的新型合作发展模式，田娘农场直接经营
2050 亩农田，同时吸引周边区域的 37 户

家庭农场进行产业化合作经营，这种模式
被专家称为中国家庭农场的“升级版”。

田娘农场的诞生是全国很多家庭农场
的缩影。30 年前，中国农村的第一次改
革由土地制度改革破题，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实现了土地的由“合”到“分”；30
年后，随着我国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加
快，“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面
临效益递减困境，农村改革再次提上议事
日程，土地由“分”到“合”已是大势
所趋。

各地对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探索从
未停止过，且模式日渐增多，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等纷纷应运而生。上海松江、湖
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
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促进现代农业
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河北省滦县县委书记卢宏秋告诉记
者，县里把家庭农场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
展的重要载体，促进农户由分散经营向适
度规模经营转变，由非法人型向法人型转
变，有效地提升了农业主体的经营能力，
加速了农业产业化、特色化发展进程。去
年全县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 10 万元，是全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0倍。

正是基于对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的尊
重和认可，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开始了紧锣
密鼓的调研。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而与之相对应
的农村出现了“劳力荒”，农业兼业化、
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力老龄化现象普遍存
在，导致有些地方的土地出现闲置、荒
芜。家庭农场通过为土地转出方支付一定
流转费用、雇佣当地农民等形式，构建起
新的产业链条，不但有效解决了无人种
田、土地利用等问题，又能够充分发挥农
民生产积极性，最终实现农业与农民收入

“双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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