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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农民收入状况引人

关注。日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透

露，2013 年我国农民收入实现连续

十年较快增长的“十连快”佳绩，预

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

加 1000 元左右，农民工资性收入占

比将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

农民收入结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的变化？收入结构变化的背后还

存在什么问题？记者日前进行了

调查采访。

农 民 人 均 收 入 从 2012 年 的 5157 元 到
2013 年突破 8000 元，家用轿车从 5 辆增加到
19 辆⋯⋯一年间，位于山西省蒲县的张河川村
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把这些变化都
归功于当地对土地流转的有益探索。

在政府的支持下，张河川村成立了蒲县河
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以
每年每亩 325 元的价格，将张河川村 304 口人
共 900 亩耕地统一经营，由此吹响了这个小山
村快速发展的号角。

公司成立后，首先筹资 300 多万元成立了
农机专业合作社，购置拖拉机、播种机及大型挖
掘机、推土机等设备，将 900 亩流转土地进行了
平整耕种。在农机社的推动下，张河川村的
1500亩撂荒土地也逐渐恢复。

“以前农忙时全家老小一起下地干活，现在
机械化、规模化耕种后，老人们就可以干完所有
的活。”村民小组长贺建中介绍说，耕地的大面
积平整与机械化耕作，带来的是种植效率的提
高和青壮年劳动力的解放。

河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土地使用权流转
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先后成立了两社、两
厂、两基地，涉及种植、养殖、饲料、农产品深加
工等多个领域，创造就业岗位数十个，转移劳动
力 100 余人。“我现在一个月能挣 2000 多块钱
工资，和在城里打工差不多，再加上土地流转金
等收入，日子越过越好了。”在张河川村千头育
肥牛养殖基地打工的村民贺建华乐呵呵地告诉
记者。

土地流转收入增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喜看收入结构在变化
瞿长福

农民工从事的大多
是苦力活，几乎没有保
障，生活质量比较低。要
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
增长，还需要广辟农民增
收渠道

“挣得多，花得也多！”杨胜对今年
能有多少结余并不乐观。“2 万房租，2.4
万女儿生活费，1.2 万人际往来，算算这
些开销今年赚的钱已经没剩下多少了。”

北京市怀柔区 2013 年上半年的统
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4630 元，同比增长 13.5%。其中：食
品支出 1798 元，同比增长 26.9%；衣着
支出 402 元，同比增长53.4%；居住支出
640 元，同比增长 3.9%。在其他地区的
农村，日常的刚性支出也不同程度地增

加，子女的教育费用、家庭成员的医疗支
出和基本生活支出“三本账”，牢牢压住
了农民的“钱袋子”，即使在工资性收入
增长的情况下，依然感觉“不够花”。

“相比农民工的付出，一年几万块
的工钱真的不多。”杨胜说。每天和油
漆打交道，不少油漆工都得了职业病：
咳嗽、胸闷、头晕等等。“都知道油漆味
不能多闻，但是油漆工每天都在闻，得
了病也没有任何保障。不光油工，农民
打工的工种许多都是在透支健康。”

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租住着城市
的地下室或者偏远的郊区平房，打散工
的农民甚至没有固定的住所。农民工
为了省钱已经将生活成本压缩至最低，
也将生活质量降到最低。

“一个活干完了，还不知道下一个
活在哪里。”这是农民工的工作常态。因
为不是与企业长期合作，多数企业不会

和这些“临时工”签一份用工合同，更不
用提保险。农民工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讨薪”成了这个群体面临的最大难题。
“我们也想进有保障的大企业，但

我们没什么文化，根本进不去。”来自河
北邯郸康庄村的农民工李龙说。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
调查数据，在农民工中，文盲占 1.5%，
小学文化程度占 14.3%，初中文化程度
占 60.5%。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程度偏
低。农民工中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
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
民工占 69.2%，即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参
加过任何技能培训。

农业部表示，2014 年要千方百计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使农民收
入增幅保持在 7.5%以上。对此，各级
农业部门将广辟农民增收渠道，挖掘农
民增收潜力，增值、增效、增渠道。

农民收入三问
本报记者 杜 芳

外出打工收入几何？

在我国农村，种地的
主力是老年人和妇女，青
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前往
大城市打工。近年来，农
民外出就业数量持续增
长，工资水平稳定提高

30 岁的小伙子杨胜在北京干了多
年油漆工，这两天正是 2013 年最后一
单活完工的时候。他一边干活一边忍
不住哼起了小曲。“已经买了回安徽老
家的火车票，过几天就能见到我的宝贝
女儿了！”杨胜高兴地说。

因为手艺不错，杨胜在大城市的打
工道路还算顺利，找活基本上都是靠熟
人介绍，有时候跟着装修公司干，有的
时候自己单干。现在这个活就是老乡
介绍的，一平方米墙面处理算 12 元，虽
然价钱没有要太高，半个月下来还是挣
到了 6600元的可观收入。

盘算了整年的收入，杨胜能入账 7
万多元，加上妻子在北京干保洁挣的 2
万多元，杨胜家一年的打工收入能达到
10 万元左右。他很庆幸自己出来打工
早：“如果在家种地，再怎么种也种不出
这个效益。”

杨胜的老家在安徽省安庆市农村，
家里的地一直是父母帮着种，6 亩良田
能种植三季稻。年景好的时候，早稻年
收入在 4000 至 5000 元，中晚稻收入 1
万多元，再补种一茬油菜，能赚 6000 多
元。地里忙活一年收入加起来也不过
两万元出头。

杨胜坦言，现在各项花销开支大，光
靠种地根本不够生活。“仅过年走亲访友
置办年货就需要2万元，今年老家喜丧事
的礼钱就花了1.2万元，加上女儿每个月
的生活费2000元，以及父母平时支出和
看病费用，不出来打工根本不行。现在
老家基本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

和杨胜一样，曹珍祥也是外出务工

的农民。不同的是，曹珍祥已经是 60
岁的老人了，没有什么技术，只能找些
工资低的零碎活干一干。“太原、天津、
北京等城市都打过工，现在为北京一家
公司看大门，每个月给我 2200 元。”曹
珍祥的老家在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云
城村，家里的 3 亩旱田每年收成都很
差，化肥农药人工成本这些年又在不断
上涨，因此曹珍祥不得不弃耕打工。“家
里有老人要照顾，妻子也有病，我和儿
女们都外出打工来支撑这个家庭。”曹
珍祥说。

农民出来打工的现象在我国广大
农村越来越普遍。现在留在农村种地
的主力已经成为老年人和妇女。农民外
出就业数量持续增长，工资水平稳定提
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三季度
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392万人，同
比增加 525 万人，增长 3.1%；外出务工
劳 动 力 月 均 收 入 2542 元 ，同 比 增 长
13.0%。

家门口就业收入怎样？

种粮大户、专业合作
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迅速成长，农村土地流转
速度明显加快，越来越多
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参与到农村二三产业
发展中去

近些年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种地
效益在不断提高，粮食亩产从 2005 年
的 309.5 公斤增加到 2013 年的 358.5
公斤，平均每年增产 5 至 6 公斤。农村
不少种粮大户因此增收致富，山西省夏
县胡张乡小李村的村民徐武学承包的
300多亩地一年收入可达 18万元。

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人
均耕地数量质量有限，无法达到规模
化种植效益。有些田地收益甚至不能
抵消日益上涨的成本投入。种地在普
通农民眼里越来越显得“不合算”。越

来越多的农民想要“走出去”，寻找新
的就业增收渠道。

“以前农民即使想出去也不放心，地
是农民的根，谁来种地始终是个牵挂。
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操作了，也有了‘田
保姆’，完全解放了拴在土地上的农民。”
徐武学说。

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迅速成长，农业产业化不断发
展，让农业生产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机
械化操作全程覆盖，全国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进一步稳定，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
快，并呈现出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
的趋势。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全国农
户承包耕地面积为 13.1 亿亩，承包土地
流转面积达到 3.14 亿亩，占比 23.9%，
其中流转入农户、合作社和企业的面积
分别占 61.8%、18.9%和 9.7%。这些条
件的创造让农民走出去变为可能。

在四川、湖南、山东、安徽等农民工
输出大省，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大城市打工是许多农民的首选，然而
近些年，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乡
镇企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选
择就近务工。

山东省无棣县海丰街道康家村的康
玉锁以每亩地430元的价格流转了自家
的 3 亩多地，全家到本村的水泥预制厂
打工。“家里有孩子要照顾不能外出务
工，好在村里就有厂子，我们就选择就近
上班。我干的是技术活，每天能收入
120元，妻子干养护，每天 80元，就近务
工挣得也不少，还可以在家吃住，比起外
出务工方便很多。”康玉锁说。

这几年，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吸引
了不少农民就近务工，对增加农民的工
资性收入贡献很大。据 2013 年全国农
业工作会议上发布的消息，2013 年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利润超 1.2 万亿
元、增长 16%，休闲农业年接待近 9 亿
人次、增加 10%，乡镇企业新增就业人
数超过 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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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的快慢高低，往小了说，关系到一家

一户农民能否致富，往大了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

进步与富裕。2013 年农民收入不仅实现“十年

快”，而且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农民收入增幅连

续 4 年超过城镇居民；二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将首

次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

分析这两种变化，它透露出丰富而深刻的含

义，既表明这些年“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巨大进

步，也告诉我们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

增收问题的努力方向。

从农民增收幅度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

直是城乡差别的要害所在。经过多年的强农惠农

富农，农民收入增幅至今连续 4 年超过城镇居

民。增幅加快，就为农民收入尽快走出城乡差别

创造了重要条件。

从农民收入结构变化来看，这些年农民收入

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转移性收入等几大块构成，且家庭经营性收入

占大头。随着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的

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由乡村向城镇转

移、由田间向工厂转移，由此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家

庭收入中占据的份额逐渐增大。至 2013 年，农民

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成为“老大”。

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第一收入具有重大

意义。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耕地仅 1.52 亩，在

这样的耕地条件下，农民要想富，只有更多地从土

地上转移出来，成为以工资性收入“谋生发展”的

人群。当更多的农民从土地转移出来之后，耕地

才有条件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留守的“职业农民”

才有可能以更好的经营手段来从事田间生产，并

产生规模效益，实现人与土地的良性循环。

所以，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第一收入是

一种多赢，既客观地告诉我们农民从土地上转移

出来的成效，也表明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工资收入

在全社会的努力下得到提升。这样，一方面是农

民工工资的提升，一方面是种地农民的规模化效

益增长，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就

更有条件实现“齐步走”。

当然，农民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性

收入只是表明已经取得的成效，并不表明农民收

入在现有条件下已经达到全面小康的水平，更不

表明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增收的难题。

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

在收入“十连快”的基础上，水涨船高，农民增收的

难度会更大。

这就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农民收入

“十年快”的确来之不易，但探究一下，农民收入与

城镇居民相比，与农民消费需求相比，差距仍然很

大。目前城镇居民收入考量以“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指标，农民收入以“人均纯收入”为指标，如果把

农民收入换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体现在数字上

的差距会更大。而且，在农民工资性收入中，农民

工工资整体上薪酬水平低，从事的大多是苦力活、

累活甚至危险活。

与此同时，农民增收面临着新的困难与考

验。在农业内部，产量是效益的基础保证，但水土

肥等农业资源约束性越来越大；种子、农药、化肥、

水电油、人力等成本上升，农产品比较效益下降；

更多的农民要转移出去，但年富力强的“职业农

民”缺乏等等。在务工市场，产业结构调整对务工

人员技能与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 30 岁以上的农

民工整体上就业技能与知识水平偏低。

因此，农民增收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需

要进一步挖掘农民增收潜力。在农民收入构成

中，除了继续在农产品增值、农业增效、收入增长

渠道上想办法，还要积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让更

多新型职业农民有用武之地，同时在农民工培训、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补贴性收入上积极探索，

创造条件使农民早日富裕起来。

“我们精心管理的百合平均亩产超 4000
斤，亩纯收入超 2 万元。”在江西省永丰县瑶田
镇百合种植基地，种植户方顺昌说，通过对原有
百合种植品种的改良，使产量和品质上都有较
大的提高。如今，5 亩百合对当地种植户意味
着户均增收 10多万元。

永丰县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推动了农
民持续增收。作为“中国生态蔬菜之乡”，该县
逐步形成了早春大棚蔬菜、秋延后蔬菜、常规特
色蔬菜、高山蔬菜以及食用菌等五大产业类型，
蔬菜种植面积达 23 万余亩，年总产量 46 万吨，
年总产值 5 亿元以上，农民仅从蔬菜生产中就
可获得年纯收入 2000元以上。

产业都要有规模才能出效益。永丰县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集中。目前，全县市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23家，2013年龙头企业
完成销售收入近 22 亿元。龙头企业联结基地
30.5 万亩，带动农户 9.5 万户，比上年净增 3.7
万亩和 0.3 万户。在此基础上，围绕绿色蔬菜、
食用菌等特色产业，通过完善“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利益链条，先后建成农业规模基地
150余个，涵盖了几乎所有农业特色产业。

发展品牌农业，农民才能增收。永丰县积
极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加强品牌意识，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对特色产品实行统一
注册、统一包装、统一宣传，促进各企业、合作社
亮出自己的特色。目前全县龙头企业及生产基
地拥有“三品一标”认证 38 个，其中无公害农产
品 16 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12 个，绿色食品标
志 4 个，有机食品标志 6 个，实现每个特色产业
拥有一个以上的品牌。

高效农业显高效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饶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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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抚宁县大力发展无公害蔬

菜种植产业，采用蔬菜龙头企业加农户的模式

种植无公害蔬菜，增加了农民收入。据了解，目

前该县蔬菜种植面积 30 万亩，其中设施蔬菜种

植面积达到 19.65 万亩，总产量 107 万吨，产值

17.4 亿元。图为抚宁县柏新庄村生态标准园区

的技术员为大棚西红柿整枝打杈。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