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最近
喜事连连：一是 3200 多亩水田 5 年期的土
地流转使用权证到手，“可以放开手脚大干
一场了”；二是 3 家银行已承诺给他 900 万
元信用贷款，“扩大生产规模的钱基本到位
了”；三是新建的优质大米加工厂刚刚落
成，“公司的发展前景明朗了”。

1月 24日在江西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里，依然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凌继河的办公
室里电话铃声不断，“都在跟我谈今年包田的
事，以前找上门都不给，现在是怕我不要。
这不，湖溪村的万书记给我打电话，问我村
里700多亩田今年还包不包。”凌继河的另一
个身份是绿能公司董事长。

“冬春季农闲，正是兴修水利的大好时
期。走，跟我到田上去转转。”凌继河带着
记者驱车来到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的一丘农
田上，指着 1000 多米刚挖好的水渠，踌躇
满志地说：“土地流转越规范，使用权期限
越长，我们投入就越放心。这回花 60 多万
元改造了 1000 亩农田的灌溉条件，春节过
后再把土地平整平整，搞机械化耕种。”

今年 52 岁的凌继河，曾是一名地地道
道的农民。上世纪 80 年代末，种得一手好
庄稼却只有一亩三分地的他，先后做起建
材、手机批发、宾馆餐饮等生意。就在众乡
亲羡慕他成了“大老板”时，2009 年，他
毅然离开繁华都市，回村重当农民。“眼看
着家乡撂荒的良田越来越多，心里很不是滋
味，就回来了。”凌继河说。

2009 年底，凌继河开了一家公司，走
上现代农业发展之路。4 年来，公司土地流
转面积从 2010 年的 4700 亩，发展到 2013
年的 18000 亩，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种粮
大户，他连续 3 年给种粮能手发百万元超产
奖的“豪举”，也成为一时的新闻热点。

“当了 4 年农民，您赚了多少钱？”记者
跟凌继河聊了起来。“2010 年赚了 1.7 万
元；2011 年持平；2012 年赚了 240 多万
元；2013 年因为粮食价格较往年有所下
降，亏了 200多万元。”凌继河说。

分析亏本的主要原因，凌继河说：“我们
现在流转的土地期限大多是1年的，而且成片
流转的土地不多，‘插花’严重，大型机械很
难施展，农民只能利用小农机作业，不但成
本高，生产效率低。公司也不敢有大的投
入，也没有长远规划，经营一年算一年。”

2013 年，种粮亏了不少钱，但凌继河
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十八届三中全会
和今年中央 1 号文件出台的农村土地政策，
让咱们这些种粮大户吃下‘定心丸’。现在,
县里也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鼓励和引导农
户成片规模化长期流转出所承包的土地经营
权，公司现在敢投入了。”凌继河说，今年
他准备再投入 1500 万元，除了购置大型机
械外，再建两个粮仓，把优质大米加工厂办
起来，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此外，在去年
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他今年还准备平整土
地，大面积发展“稻—再生稻—油菜花”的
种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谈到新年期盼，凌继河说，一是希望
国家将种粮补贴随土地流转一起“转”，直
接补贴到农田，提高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二是希望土地流转权证能尽快用于抵押贷
款，缓解农业企业发展资金难问题；三是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吸引更多的人投资
农业，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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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站 长 日 记

失物招领，在我们这个岗位上是常有的事

儿。但今天碰见的情况挺特殊，北京丢的包，在

天津找到了失主。

中午 12 点左右，我带旅客从南站二楼西侧

的咨询台前往售票厅，返回来的路上捡到一个

女士挎包。回去打开清点，发现有学生证，还有

3000 多块钱。我们在广播中通知了两次，过了

好久也没人过来认领。无奈之下，我又仔细看

了看包里，发现里面有一张几个月前从天津到

北京南的高铁车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给

天津站打了个电话，把情况说了一下，也请他们

代为广播，看看能不能找到失主。

不一会儿，天津站那边就打来了电话。真

有这么一位女学生，听到广播才发现自己包丢

在北京南站了，现在正坐着城际列车返回北京

取包。大概下午 4 点多的时候，车到南站。我

给学生把包送过去的时候，她连连对我道谢，看

样子之前也是急得不行。

正是春运客流最高峰的时候，旅客回家还

是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物品，不然可真是又添麻

烦又添堵。

（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

失 物 招 领“ 双 城 记 ”
2014年 1月 29日 多云

北京南站值班站长 杨 柳

①、②北京大兴区庞各庄镇福上福农贸市场，逢双日子开市，人气十足。春节临

近，这里年味浓浓，除了蔬菜鲜肉，糖果、鲜花等颇受青睐。 本报记者 潘笑天摄
③春节将近，贵州省余庆县松烟镇正在举行“建好北大门·当好排头兵”迎新

春送春联文化走亲活动。表演队正在进行舞龙表演。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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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存款多了、福利增了、住上新楼了、新农合解了后顾之忧了⋯⋯。去年，我国“三农”改革

在“深水区”里破浪前行，为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新春时节，本报记者走进不同的农村

家庭，听他们算一算蛇年收入账，也谈一谈对马年的新期待。

年关将至，记者来到河南省林州市
河涧镇石板沟村采访。这里紧邻山西省
平顺县，处于太行山腹地，全村 300 多个
村民、12 个自然村，山高沟深，路险坡
陡，自然风光优美。

临近中午，我们见到村民老李。老
李名叫李晓林，一家 4 口，女儿在外地上
班，儿子在建筑工地打工，他和老伴在家
务农。几十年来，凭着在山坡上开垦的
一片片薄田，老李一家过着靠天吃饭、自
给自足的日子。“政府鼓励退耕还林、办
家庭林场，还在山下镇子里建起了移民
安置房，很多人都搬下山了，现在这山里
人少多了，经常是山楂落满了一地没人

捡、柿子干在树上没人摘。”老李指着山
坡上的果树说。近几年，山沟里思想活
络的年轻人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到城里
上学，大都在山外定居，留在山里的多是
年龄偏大的人。

这几年，老李家所在的石板沟村建
起了十多家“农家乐”。老李看准形势，
也在自己家的小院办起“农家旅社”至
今已经营了八九个月。聊起“农家旅
社”，老李有股说不出的兴奋，“这里来
的客人可是天南地北。有组团来爬山、
骑车的驴友，有周末带着老人孩子、一
家人出来散心的，有朋友同事几大家子
出来聚会的，还有退了休在这里避暑、

养生的。”
说到这一年的收入，老李难掩心中

的喜悦：“自从办了这农家乐，家里宽裕
多了。一年下来，我和老伴儿净赚了 7、
8 万块钱。女儿去年大学毕业，留在大
城市当了医生，收入很稳定。儿子也在
山西一个建筑工地当电焊工，一年净挣
2、3 万元呢。这不，买了这辆面包车，
以后接送个客人啥的更方便了。”

“日子好了，信心也就大了。”今年，
老李打算在自家门前那条水沟里做做文
章，打上几条拦河坝，让沟里时常能存
上几汪清澈的水，开设水上娱乐项目，
带动自家农家乐越办越红火。

太 行 人 家 致 富 梦
本报记者 禹 洋

收 支 账 单 看 变 化
本报记者 祝 伟

“现在农民增

收的渠道越来越

多，日子越来越有

盼头了。”

“这里来的客
人可是天南地北。
有朋友同事几大家
子出来聚会的，还
有退了休在这里避
暑、养生的。”

“希望国家将种粮
补贴随土地流转一起

‘转’，直接补贴到农田，
提高种粮大户的积极
性。”

1月28日午后，海拔2200多米的重庆南川区金佛
山上风雪交加，山下的兴隆镇永福村里，煮肉的鲜味弥
漫。村民汪孝会站在两把高椅上，将大红春联贴上
门楣。

这是汪孝会家从高山上搬下来，过的第一个春
节。“这个年不一般啊，为啥？搬了新家，做起了农
家乐，一年下来赚了 5 万多块钱。”44 岁的汪孝会是
个地道农民，以前的家在海拔 900多米高的兴隆镇万
福村三社，2013 年 3 月通过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到山
下的移民安置点后，她的生活变得大不一样了。

“以前住山上，靠种几亩田地维持生计，连吃水
都困难，家里做饭，只能种啥吃啥，连着十几天吃土
豆、红薯是家常便饭。过年剩不下几个钱，有时候连
电费都交不起。”汪孝会说。

在距离永福村约 25 公里车程的东城街道高桥村
马堡山搬迁安置点，同样热闹喧腾。刘孝华和几个
村民正围着电烤盘坐在一起，聊着彼此的收获和
憧憬。

2011 年，刘孝华一家 5 口人从海拔 1000 多米的
简房村搬到山下的高桥村四组马堡山安置点。在他看
来，移民搬迁，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眼界得到开拓。

“以前住在深山里，没有打工的意识，现在我不仅在
城里务工，还大胆做起了苗木和石材生意，一年能收
入 10多万元。”刘孝华说。

据了解，这两个村移民安置点是重庆南川区高
山生态扶贫搬迁的一个缩影。该区95%的贫困人口分
布在高山深山地区，区内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重庆市南部的生态屏障，在重庆市的生态区位十分
重要。

2012年以来，南川区在重庆先行先试实施高山生
态扶贫搬迁，现在初步实现了搬迁群众“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南川区已完成了高山生态扶
贫搬迁总体规划，计划到 2017 年完成区级投资 15 亿
元，采取小城镇安置、园区安置等 5 类举措，实施安
置住房、住房配套设施、产业扶持及就业培训等 6 类
工程，力争到 2017 年完成全部搬迁任务。”南川区
区长曹清尧说。

金佛山下春意暖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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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奈曼旗沙日浩来镇宝贝河村，

“土专家”刘国安（右一）正在讲解果树病虫害

防治技术。在奈曼旗，像刘国安这样的“土专

家”有 160名，在不同领域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 罗 霄摄

1 月 25 日，山东滨州隆达食品公司的工人们加紧

完成供出口的春卷订单。 本报记者 单保江摄

年前加班赶订单

农历大年二十九一大早，镇上的超
市刚开门营业，山东乳山市姜家夼村的
姜孟忠就开着手扶拖拉机来到镇上置办
年货，因为在外打工的原因，他每年都
得腊月二十八九才能赶回家中过年。

两箱烟台古酿、4 瓶红酒、20 斤排
骨、时鲜蔬菜、几样糕点，还有 4 挂鞭炮，
将手扶拖拉机的车斗塞得满满当当，这次
采购年货一共花去 600 多元。“老姜回来
啦，今年开了多少工资？年货都置办齐了
吗？”超市老板曲辉招呼说。“没多少没多
少，快过年了，你的超市可是越来越红火
了。”两位老友寒暄道。

胶东半岛地处丘陵地带，人均耕地

少，这里的农民除了农忙时节，一年中大
部分时间都在工地上度过。老姜今年在烟
台一个建筑工地上做泥瓦工，单位包吃包
住。由于手艺好，他每个月有 4000 多元
的收入，一年 10 个月在工地干活儿，光
打工一项的收入就有 4万多元。春秋农忙
时节的两个月，老姜还要和妻子一起操持
地里的庄稼，但地里的收成大部分用作口
粮，售卖的很少，基本达到收支平衡。

让 老 姜 高 兴 的 是 ， 乳 山 市 还 启 动
“一村一品”工程，扶持每个村发展一种
特色农产品，这让姜家夼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樱桃之乡”，樱桃的收购价格也有
了很大提高，每斤达到 10 元，比上年高

出近 2 元。他家的果园里今年挂果的樱
桃树有 30 多棵，一年下来，除去农资支
出 850 元，纯收入有 5000 多元，比上年
多赚了近 1000 元，“这些樱桃树可是家
里的摇钱树，日常管理必须跟上，要是
树生病了，我比人生病了还着急呢。”

老 姜 说 ， 他 今 年 最 大 的 愿 望 有 两
个，一个是能实现在家门口打工的愿
望，这样也方便管理自家的果园和田
地，春天的时候他想再种 20 棵樱桃树；
另一个愿望是孩子能学到过硬的手艺，
毕业之后顺利找到一份工作。“现在农民
增收的渠道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有盼
头了。”老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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