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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5 月，完颜孟阳辞掉大学毕业
后在青岛找的工作，回到了山东济宁市
汶上县，成为泉家乐家庭农场的“当家
人”。“我认为回村搞规模经营，这是一种
创业。”

完颜孟阳虽然长在农村，可从小娇
生惯养，干农活并不在行。完颜孟阳和
老公一起“补课”，听讲座、查资料、学技
术。慢慢地，这对小夫妻找到了经营农

业的自信。“和老一代比，我们的耕种技
术虽不精，但我们懂电脑，信息灵，变化
知道得快，政策明白得早。”

把农场当作一家小公司，完颜孟阳
夫妇开始在管理上动脑筋。“原来农场请
工，按天结算，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有
些人出工不出力，‘满山是人，满地是
草’，劳动效率很低。”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他们决定尝试“责任管理”的新模式，
把 2000 亩地分成 5 块交给 5 个组长负
责。一块地一年的劳务费用交给组长，
由他自行支配、自行请工，超出规定底数

的产量，组长可参与分成，多劳多得。这
种“双包”的方式很快见了效。“现在是满
山见不到人，满地没了草。”完颜孟阳说。

“以前的我是靠着激情回村创业，要
做哪些具体事情却不清楚。现在的我思
路清晰，有计划地前进。”完颜孟阳说，等
资金状况好转，她要建粮仓，买大农机，
还要和科研机构合作，引进更多新技术，
带着周围的村民一起学起来。

完颜孟阳偶尔会怀念城市的生活，
但她不后悔。“或许有一天，我的同学们
会羡慕我选择的生活。”

他是个一门心思研究水稻的人。传
统水稻、杂交稻、超级杂交稻，他研究这些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700 公斤、
800 公斤、900 公斤、988 公斤，他离超级
稻 高 产 攻 关 1000 公 斤 的 目 标 越 来 越
近。他就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为解决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作
出了突出贡献。

尽管已是 84 岁高龄，但袁隆平并不
服老，自称是“80 后”年轻人。继去年 9
月份第四期超级杂交稻在湖南测产取得
亩产 988.1 公斤的成绩后，眼下袁隆平团
队正在向亩产 1000 公斤的目标发力。
他告诉记者，超级杂交稻第四期攻关研

究 正 在 国 内 10
个省份开展，争
取明年实现这个
目标。

“ 攻 关 的 时
候，每天都背上
一个水壶，我带
两个馒头，中午
下田，在水稻基

地顶着太阳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虽然
很辛苦，但乐在苦中。”袁隆平培养学生，
第一要求就是要下试验田，“书本知识非
常重要，电脑技术也很重要，但是书本电
脑里面种不出水稻来，只有在田里才能种
出水稻来”。

水稻高产正是袁隆平毕生追求的梦
想。“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们试验田
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有扫帚
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几个
助手就坐在像瀑布一样的稻穗下面乘
凉。”在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这位老人
对记者再次讲起自己的“禾下乘凉梦”，脸
上洋溢着希望和憧憬，也开启了对中国杂

交稻发展的回忆。
1964 年，袁隆平就开始研究杂交水

稻技术。直到 1970 年，他和助手们在海
南的沼泽里发现了 3 株雄花异常的野生
稻穗，才找到了开启杂交水稻神秘王国的
第一扇窗户。

1976 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
广，产量比常规稻增产 20％。袁隆平成
为世界上将水稻杂种优势成功地应用于
生产的第一人。

1995 年，两系法杂交水稻获得成功，
比三系法杂交水稻增产 5％至 10％。至
此，杂交水稻取得新突破——筛选出适
合华南地区种植的两个中国新型香米
品种。

1997 年，67 岁的他又发起了向超级
杂交稻的科研攻关。他的团队分别于
2000 年、2004 年、2011 年实现了中国超
级稻育种亩产 700 公斤、800 公斤、900
公斤的三期高产攻关目标，创中国大面积
水稻亩产最高纪录。

“眼下我最关心的是新的攻关。亩产
1000 公斤，讲起来很容易，但这不是一亩

两亩地，而是几百亩的面积要达到这个水
平。”袁隆平深知，这次任务既光荣又艰
巨。他告诉记者，夺取超级稻高产，良种
是核心，良法是手段，良田是基础，良态是
保障。

除了第四期超级稻攻关，袁隆平还有
一个目标就是让中国杂交稻为世界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现在全世界有 22 亿多亩水稻，而包括中
国在内只有 3 亿多亩是杂交稻。如果其
中有一半种上了杂交稻，那么增产粮食保
守估计可以多养活 5 亿人口。”如今，袁隆
平杂交水稻技术已经在中亚、东南亚、北
美、南美 100多个国家试验试种。

半个世纪以来，很少有人像他这样，
对中国乃至世界农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
响。在很多人的脑海里，“袁隆平”不仅是
一个专注高产良种的实践符号，更升腾为
一种不断创新的中国种业精神。

袁隆平:在稻穗下乘凉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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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推进，许多人产生了投身农业的兴趣，一

些离开农地的生意人开始琢磨回村做专

业大户。在这些即将或已经成为“新农

民”的人看来，做大户并不难：租地不是

难事，种地不是难事，丰收更是喜事。

不过，从记者调查来看，做专业大户

并不容易，除了需要“新农民”做好思想

上的准备，还需要在实力、能力、耐力等

方面做好过几道关的准备。

土地流转关。村民是否愿意流转承

包地取决于多种因素，个人意愿、租地收

入，甚至与租地人的关系亲疏等，每一点

都影响到租地：耕地不连片的问题，同一

个村组即使多数人愿意流转，但少数人

不愿意，就难以连片耕作；耕地散小不规

则的问题，在山区丘陵地区，同一户承包

地可能分多处，散小、不规则、质量高低

不等；农户对土地流转收益预期逐渐增

高，租地成本负担加大；还可能遇到农户

要求收回承包地等情况。

基础设施关。土地规模化经营，小田

变大田，对路、水、电要求更高，大户可以把

流转地整理好，把地里的水沟、机耕路搞

好，但水从哪里来、农机怎么开进地里、农

电怎么送进田头，都不是自己能解决的。

农业附属用地关。种植大户要有农

药化肥种子场地、农机具库等，养殖大户

需要建设育雏场所等，尤其在粮食收获

之后，晒场、粮仓等难住了许多大户。按

照规定，流转土地上不允许建非农设施，

虽然有的地方允许按一定面积建造农业

配套设施，但审批麻烦，且都是按临时用

地审批，没有产权，不能抵押。

融资投资关。虽说专业大户有一定

的资金积累，但农业是长线投入，既要购

买设备、修建设施，每年还要固定给付租

金和购买化肥种子，资金压力很大。农

业贷款难是多年的难题，这几年虽然有

所改善，但抵押难、担保难、融资贵等依

然是农贷链条上的顽症。

人才管理关。一是技术人才。农业

经营整体上地点偏远、待遇不高，影响了

技术人才加入。二是管理人才。找不到

劳动力是大户们的苦恼之一，而且找来

的劳动力年龄偏大、技术偏弱，出工不出

力现象较为明显。

此外，还有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病虫

害疫病防治等难关。这些问题和难关，

大多是长期存在的，现在随着规模化经

营的扩大，有些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不抓

紧解决既影响专业大户的发展，更影响

到现代农业的发展。但这些问题只能逐

步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这是我国的基本

农情和农村实际。厘清了这一点，对当

前的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很有帮

助，能让我们保持清醒头脑：以什么样的

进度、以什么样的规模，都不能超越农民

承受力和农村实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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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田 新做法
——新型职业农民系列调研

朱明亮，40 岁，安徽省安庆市潜山
县源潭镇人。高中毕业后，他先后涉足
装潢和木材行业。2008 年，他选择回乡
创业，这一次他干的是农业，成立了天
裕农业有限公司。“我一下子包了 7200
亩种小麦和水稻。”

很多人都说，农业利润薄。但在朱
明亮眼里，农业的优势有很多：“投资周
期短，由种到收不过几个月，让人踏实。”

朱明亮感到，这几年规模经营农业
的人多了，土地流转的速度明显加快，随
之而来的是流转费用的上涨。“2008 年，
我流转每亩地的费用在 310 元左右，现
在接近 500 元。”朱明亮说，去年他一直
在找地，好不容易看中一块，却同时被一
家牛奶企业盯上，对方出价 1000 元流
转一亩，朱明亮无奈退出。“要地的人多
了，导致价格被炒高，这对农民是好事，
但我们会慢慢承受不起。”

大户多了，紧张的不止是耕地。“拿
晒麦子来说，农时一到，所有大户都要

晒，去哪里找地方啊？”朱明亮说，在没购
置烘干设备的时候，甚至干过封路晒麦
子的事。规模经营达到一定面积后，大
户们对晒场、仓储、机库等设施用地的需
求跟着扩张，而这些附属设施用地却很
难一下得到落实。

“规模经营要适度，真不是越大越好。
以我的经验看，普通的家庭农场如果种小
麦，三五百亩刚好，资金投入的压力不会太
大。”朱明亮说，经营农业不难，但也不像有
些人看得那么简单，流转土地还要保持几
分理性。

从山东省汶上县县城开车到利丰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走二十几分钟的
山路。见到合作社负责人完颜文利的时
候，他正给麦田间套中的核桃苗施肥。“从
这里到山脚下的地都是我流转的，算上别
人托管的300亩，总共2000亩。”

完颜文利应该算村里的“能人”，一
直经营着一家小饭店和一家农资超市，
日子过得挺踏实。2011 年，有人想流转
村里的土地，完颜文利心里打起了小算

盘：“万一外村人把地流转走，我的农资
超市生意恐怕也会受影响，与其那样，还
不如我自己干。”第一年，他包种了村里
的 1000亩地，随后扩大到 2000亩。

完颜文利每年需要支付 200 万元左
右的流转费用。“老实说，我这流转的步
子迈得有点大了。”完颜文利说，他的压
力主要来自资金方面。虽有些积蓄，但
自己一下拿出 200 万元还是有困难，好
不容易找银行办好“四户联保”贷款，不
曾想其中一户携款“消失”，连累他信用
受损，现在贷不出款，完颜文利心里的焦
虑不知该和谁说。

完颜文利碰到的事情虽有特殊性，
但贷款难的问题却普遍存在。采访过程
中，大户们或多或少都为此发过愁。概
括起来，农民贷款往往缺少银行需要的
抵押物，农民感到银行贷款的门槛有点
高，再加上手续繁琐、审批周期长，一些
农民只好放弃。

“去年天气条件不好，我的收入只有
10 万元左右。今年千万要风调雨顺，不
然我的资金压力更大。”完颜文利相信咬
咬牙一定可以挺过这一关，但想起过往
两年多的酸甜苦辣，他的眼泪没有忍住：

“希望总是有的！”

农场管理市场化运作农场管理市场化运作

联保贷款要讲信用

流转土地量力而行

养猪场陆续建起了沼气池，“环保”型农资广受农
户欢迎⋯⋯世界银行贷款广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
启动两个月来，参与试点的惠州市横沥镇农村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依托项目的实施，广东在全国率先探索
建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

广东不仅是经济大省，同时也是我国的农业大省，
农业总产值接近 5000 亿元。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
农业高产的背后，农业污染日趋严重。来自广东省农
业厅的数据显示，广东平均每亩农田化肥施用量 51 公
斤，农药年施用量 6.71 万吨，产生农药包装废弃物
335.6 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出栏生猪 500 头以
上猪场 1 万多家，日产养殖业污水 45000 多吨，其中
64％的养殖业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广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全面启动于今年 3
月，是国内首个利用世行贷款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的项目。该项目主要包括环境友好型种植业示范工
程、农药污染治理示范工程和牲畜废弃物管理示范工
程等，投资总额达 13.2 亿元，预计整个项目 2018 年底
完工，还贷期 20年。

项目将惠州、江门两市确定为环境友好型种植业
示范工程试点，在惠阳、惠城、博罗、台山、开平、恩平等
6 县（市、区）共 30 个乡镇推行实施，治理农田约 28 万
亩。同时，惠州、江门、河源三市被确定为牲畜废弃物
管理示范工程试点，计划治理 300家规模养殖场。

畜禽养殖污染是广东治污的关键。项目计划通过
养殖场沼气池建设进行污水处理，如设置沼气池、发电
机组、暴氧池等，对养殖场粪便进行资源化综合利用处
理，将其转化成沼气、电能、水达标排放等，使其对经
济、社会、环境保护产生良好效益。

“项目实施后，我们不仅负担轻了，也有了奔头。
我相信，我们的农村环境将越来越好，放心农产品也会
越来越多。”惠州市铁涌镇好招楼村村民方带娣高兴地
告诉记者，除了高额新型农资补贴，他们种植出来的农
产品若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
将分别得到 5000元、1万元、2万元的额外奖励。

广东——

农业治污探寻新机制
本报记者 庞彩霞

5月 5日，江西省崇仁县石庄乡张坊岭村村民丁荣
华冒雨来到相邻的富溪村，看到自己在这里栽下的
150 亩早稻秧苗成活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今春，
他在乡村干部的牵线搭桥下，与富溪村部分村民签订
了代耕代种协议。“如果种得好，这些地今年能给我带
来十几万元的收入。”丁荣华兴奋地说。

针对外出打工农民较多、不少土地被撂荒的现状，
崇仁县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鼓励土地流转。每年
崇仁县拿出 1000 万元资金用于鼓励水稻、麻鸡、蔬
菜、葡萄等发展，并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力
度，对承包土地的大户进行政策倾斜。

同时，崇仁县加大农田土地平整和田间水利设施、
田间道路等建设力度，力争达到田成方、渠相通、路相
连，灌得进、排得出的要求，使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
改善，一度撂荒的田地如今成了“香饽饽”。

今年以来，崇仁县 2 万多亩无人耕作的撂荒地，通
过乡村干部的牵线搭桥，采取代耕代种、转租转包的形
式，集中到了种粮大户、种地能人的手中。“把家里的 8
亩水田委托给村里的种田大户代耕代种后，每年每亩
地净得 100 公斤稻谷。我自己再做点小生意，收入增
加了不少。”相山镇凤港村村民杨小明说。

江西崇仁——

撂荒地找到新“婆家”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天裕农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

朱明亮

利丰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

完颜文利

泉家乐家庭农场场
主

完颜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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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江西南

丰 县 为 全 县 3000 余 新

型职业农民建立“种植

档案”。农民白天在田

里忙活，晚上认真撰写

“种植档案”，详细记录

农 作 物 的 施 肥 用 药 情

况、生长速度和成活率

等，逐步成长为懂技术、

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图为南丰县

白舍镇青源蔬菜基地菜

农尧辉在展示他的“种

植档案”。

新华社记者 周 科摄

袁隆平（左二）在田间指导水稻生产。 农 兴摄

随着气温升高，塔里木盆地棉区进入棉铃虫、棉

蚜、棉叶螨繁殖高发期，当地棉农使用黄色粘虫板、太

阳能杀虫灯等方式防治虫害，确保春播棉花不施农药，

“绿色”生长。图为 5 月 12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农

在棉田里安插黄色粘虫板。

杜炳勋摄（新华社发）

“绿色杀虫”保棉田

□ 本报记者 张 雪 瞿长福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