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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业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农民创业激发县域经济活力
——湖北省黄梅县促进农民创业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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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这几年，很多传统农业县市出现一个“新”现象：在早年离乡打工的农民和80、90后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中，有很多人又开始返回农村

创业。这些创业者有望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前提是地方政府要做好创业引导。这是当前很多地方面临的共性问题。

黄梅县地处湖北东南，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2014年，该县出台鼓励政策，开展农民创业行动。据统计，目前在各类市场主体中，法

人为农村户籍的占67%，达2.9万户，农民成为这个农业县创业的重要群体。农民创业也成为黄梅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

助推力。

很多人可能都知

道，湖北黄梅县就是

唱黄梅戏的地方。这

是长江边上一个传统

的农业大县。这里以

政策激励农民创业，渐成气候，让我想起了“散是满

天星，聚是一团火”这句话。

总人口过百万的黄梅县，每年有数十万青壮年

农民外出打工。如今，不少农民在打工过程中长了

见识、学了知识，也积累了一定资金，成长为“小

老板”。他们的资金和能力，可能还不足以在城里

开公司、办工厂，但相对于农村发展和农业需要，

却是重要的投资力量。黄梅县鼓励农民创业的政

策，实际上就是发挥“聚”的作用。他们用政策把

这些星星点点、看上去不起眼的投资力量，集中到

田野上，激发起全民创业的“燎原之火”。

来自黄梅县的调查显示，农民创业方向以投

资个体工商业居多，直接回到农村创业的，无论

规模还是数量都不算多。农村创业人数不多，但作

用却不小。从创业主体看，他们或是从学校回来的

大学生，或是在城里打过工的青年人。这些人最大

的特点是，知识和见识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

的农民。他们以现代农业的思路和互联网的思维来

谋划农业发展，给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一股新生力

量。这些人已经不是迫于生计 、 土 里 刨 食 的 农

民，而是了解科技知识、习惯了现代城市生活的

职业农民。可以说，他们是一只脚留在城里，另

一只脚回农村创业的新型农民。

农业容纳了最多的就业人口，给富余劳动力找

出路一直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容。解决这个问题，并

不是简单地作减法，把农民“移”进城里。而是要按照

市场和产业发展情况，让已经进城的人能够“回乡”

创业，让留在村里的人可以“进城”经商。黄梅县鼓励

创业的政策效应，正是让有能力、有思路的创业者回

到田野，帮助少有积累的农村人进城经商，让劳动力

在城乡之间“流动”起来。仔细想想，发生在黄梅城乡

的这种流动，是一个生动的劳动力布局调整过程。这

个过程给农业增添了活力，也为城镇化提供了新动

力。伴随着这个过程推进的是黄梅县的城镇化建设。

这里以政策激励农民创业的实践，为当前推进城镇

化过程中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新思路。

创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创业不仅能带动

就业、促进发展，而且充满了奋进的精神力量。农民

创业充满了更多艰辛。在田野上创业，不同于传统意

义上的耕作，仅低头耕作田里的庄稼是不够的，还得

了解最新的农业技术，掌握农机信息，学习经济发展

政策，等等。可以说，这些农民是以城里人的头脑来

经营乡间的农业。他们创业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也是过去的农民无法想象的。农民创业还需要更多

关注和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

如何在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解决好农

业提质、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问题，始终是黄梅这样

的农业大县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去年以来，他们以

政策为支点，激发农民创业热情，在广袤的田野上奏

出创业新曲，其意义耐人寻味。

在黄梅县，农民
创业主要有以下 4 种
成功形式：

一 是 回 乡 创 业
型。农民通过外出打
工，积累了一定的技
术、资金等创业要素
后，返乡创业。这种
创业模式现在已经比
较普遍，比如独山镇
尤詹村农民占国平，
外出打工积累一定资
金后，回乡创办了富
源生态葡萄园，该园
已成为附近知名的休
闲农业园。

二是大学生创业
型。这是最近几年黄
梅县农业发展的一股
新生力量。经过多次
调查摸底，黄梅县从
事第一产业、自主创
业的大学生有 50 多
人。他们以互联网思
维和规模化经营从事
传统农业，给农业发
展带来新活力。这个
群体中，涌现出一批
创业能手，如大学生
农民李明攀，原来是
手机芯片工程师，现
在孔垄镇、苦竹乡带
领农民生态种田，年
收入过百万元；毕业

于天津农学院的大学生薛兆利，在蔡山镇梅
太六村领办蔬菜种植合作社，年收入超过
30万元。

三是联合创业型。农民为增加创业成功
概率和降低创业风险，通过资金、技术等方
面的合作，联合起来共同创业，这已成为农
民创业的一种发展趋势。比如分路镇文新农
机合作社，发展社员 155 人，拥有农业机械
设备 168 台，农业服务年总收入 1008 万
元，社员年平均收入过 6 万元，被评为全国
农机示范社。

四是村干部带动型。村干部带领农民争
取政策扶持，加大土地流转力度，依托当地
优势资源创业，是黄梅农民一种成功的创业
模式。比如，柳林望江村委会在高山种茶，
目前茶园成林面积已达 300 余亩，正在建设
中的有 1200 亩，每亩茶园年收入万元左
右，农民得实惠，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由于政府的扶持政策和农业经济发
展，黄梅县农民创业热情高，但也表
现 出 一 些 不 足 。 在 调 查 中 ， 笔 者 感
到 ， 黄 梅 农 民 创 业 可 以 概 括 为 几 个

“多”和“少”。
从市场主体看，个体工商户多，办

企业少。在各类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
户占农民创业总数 57.2%；成立专业合
作社的占 1.9%；办工厂、办企业的不足
20%，而且以建筑企业居多。2014 年全
县新增家庭农场 86户，主要以第一产业
为主。农民创业者中，以男性为主，创
业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农村地区的
平均文化程度，他们在外累计务工均达
5年以上，并掌握 1至 2门专业技能。

从资金来源看，自筹资金创业的
多，借贷资金创业的少。来自 5 个乡镇
的调查显示，农民创业自筹资金的占

68% ， 其 中 从 亲 戚 朋 友 处 借 款 的 有
41%；从金融机构贷款的只占 32%。创
业投资规模在 50 万元以下占 82.9%；50
万元以上的占 17.1%。

从分布区域看，县内多县外少，城
镇多农村少。农民外出务工大多选择在
工厂打工或从事建筑业，自主创业不
多。许多农民因市场竞争激烈、资本金
少等原因，选择“回家开店”、“回乡当
老板”，而且大多选择在县城或集镇创
业。据统计，全县农民在县内创业的占
创业农民的 62.9%，其中在县城或集镇
创业的占 70%以上。

从经营方式看，单独创业的多，联
合创业的少。据 5 个乡镇的调查，农民
单 独 创 业 占 86.1% ； 联 合 创 业 的 占
13.9%。近年来，虽然农村专业合作社
已达 511 家，且数量不断增长，但组织

程度不高，经营形式较分散，自身造血
能力明显不足。

总体来看，农民创业的制约因素还
很多。农民资金积累不多，创业融资渠
道主要是向银行贷款和向亲朋好友借
款。各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对创业
农民有惜贷心理。向亲朋好友借款，一
般数额也较小，农民创业融资难度大。
创业层次不高。黄梅创业农民受教育程
度普遍较低，大多集中在初中文化层
次，高中及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仅占
37% ， 95% 以 上 创 业 农 民 在 种 植 、 养
殖、农产品加工等科技含量较低的行业
进行创业。黄梅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政策，但专门针对农民创业的配套政
策较少且形式单一。抗风险能力弱。农
民办工厂、办企业，初始创业的成功率
不足 40%。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动农民创
业要实现几个转变：

一是创业形式由单独创业向联合创
业转变。必须加强组织引导和政策扶
持，进一步提高农民创业的组织化程
度。当前需要提高农村合作组织的引领
带动能力，扶持农民与农民联合；鼓励
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连接机
制，扶持农民与企业联合。二是创业规
模由低小散乱向集中集约转变。促进农
民创业集中途径主要是加大家庭农场的
培育力度，加大小微企业的整合力度两
个方面。三是创业领域由常规行业向特
色经营转变。农民创业由于其资金少、
抗风险能力低，必须依托本地特色资
源，走特色化经营之路。四是创业主体
由传统能人向新型农民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转”，农村创业
的主体必须要由村干部、农村能人为主
体向新型农民转变。积极引导外出农民
回乡创业，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在农村创
业，加快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

政府政策扶持和引导是推动农民创
业的重要力量。农民创业应从哪些方面
扶持？从黄梅的实践看，可以从几个方
面着力。

深化农村土地及产权制度改革，帮
农民“联合起来”。目前分散小户型的
土地经营模式，无论是对本地创业还是
外出创业农民来讲，都是极大的束缚。
当前有 3 项重要工作需要推进。稳步推
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深化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促进交易公开、公正、规范
运行。

健全农民创业培训体系，让农民
“长本领”。针对农民的培训资源散布于
人社、农业、教育等部门，教育培训效
果不甚理想。要打捆使用培训资金，整
合各部门培训资源，构筑起覆盖城乡的
教育培训体系。组织高素质、高技能的
培训队伍，对广大农民开展有针对性、
实用性、分层次的教育培训和创业指
导。要挑选一些信誉较好、管理规范的
企业，成立农民创业实训基地，帮助想
创 业 的 农 民 进 入 企 业 进 行 “ 挂 职 锻
炼”，让想创业的农民身临其境地学习
培训，促使其迅速成长。培训的重点是
青年农民创业。培养一批苗子好、根基
实、有潜力的青年农民，将其培育成农
民创业的带头人。

多渠道解决农民融资难题，让农民
创业“有本钱”。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扶
持力度。综合运用奖励、补贴、税收优
惠等政策工具，重点支持金融机构开展
农户小额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
款、农业种植业养殖业贷款、大宗农产
品保险等支农惠农业务。创新金融产品
和抵押方式。推行“一次核定、随用随
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动态调整”
的农户信贷模式，合理确定贷款额度、
放款进度和回收期限。健全完善林权抵
押登记系统。推广以农业机械设备、运

输工具、水域滩涂养殖权、承包土地收
益权等为标的的新型抵押担保方式。拓
展农业保险的广度和深度。设立地方农
民创业基金。通过财政专项拨款和企业
出资设立农民创业基金，用于农村劳动
力技能培训，对创业农民实行小额贷款
贴息，扶持农民自主创业。

积极搭建平台，让农民创业“有舞
台 ”。 在 工 业 园 区 内 可 建 设 农 民 创 业
园，吸引农民入园创业。乡镇可开辟
农民创业小区、创业一条街，改善投
资硬环境，使小城镇成为农民创业的
聚集地。搭建创业服务平台。依托行
政服务中心、乡镇便民中心等，建立
健全农民创业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
平，把政府公益性服务更多地面向创
业农民。整合人社、农业、经信等部
门资源，帮助农民收集市场信息，免
费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搭建有效的
信息平台。

不断优化农民创业环境。在全社会
积极营造“人人想创业、个个敢创业、
共同创大业”的浓厚氛围。落实小城镇
落户政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加快农民转市民进度。推进
行 政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 建 立 农 民 创 业

“绿色通道”。比照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对农民创业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积极
开展农民工维权活动，完善农民创业者
权益维护机制。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农民创业
安全感。

看农民如何创业

农 民 创 业 知“ 多 ”“ 少 ”

农 民 创 业 咋 扶 持

散 是 满 天 星

聚 是 一 团 火
魏永刚

鼓励农业能手和农业承包人带领农民发
家致富。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农业专业化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形成形式多样的农业化组织。

发挥小额担保贷款扶持作用，财政贴息
资金支持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为：高校毕业
生最高贷款额度10万元，妇女最高贷款额
度8万元，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最高贷款额
度5万元，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最高贷款额度
200万元。

对从事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及
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等
业务免征营业税。

对兴办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
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种植企业，兴办农
作物新品种选育、中药材种植、林木培育和种
植企业，兴办牲畜、家禽饲养和林产品采集企
业，兴办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
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企
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大力扶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发展。对规
模大、带动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有
关专项资金中给予奖励，并优先推荐申报省
级以上涉农扶持项目。

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
业产品，视同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
免征增值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销售的农
膜、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免征增值税。

——摘自黄梅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
步推进全民创业的若干意见》

该调研报告由湖北省黄梅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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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县苦竹乡下塆村的村民刘党柱从浙江龙泉

市引进食用菌种植技术，成立了古岭食用菌专业合

作社，引导村民发展食用菌生产，年产黑木耳 6000

余公斤、实现收入 50 多万元。图为刘党柱（右）在食

用菌大棚查看菌棒生长情况。

黄梅县小池镇冯圈村的村民张配凡在村里承包

8 亩荒塘进行立体养殖，水面 200 口鳝鱼网养和水下

草鱼混养，每年利润达 10余万元。

在云南昆明从事园林工作的黄梅县下新镇马鞍

村农民陈九开，返乡创办黄梅县景秀前程园艺公司，利

用废弃尾矿制作园林工艺盆景，产品畅销江、浙等地。

大图 黄梅县孔垄镇杨树林村大学生熊志宏返乡租赁 50 亩杨树林场地，投入 40 多万元创办碧裕生态庄园，发展林下生态散养土

鸡，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致富大户。图为熊志宏在林中给土鸡喂食。

小图 黄梅县苦竹乡乌尖村青年张为在家乡成立了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灵芝、天麻、茯苓等名贵中药材 50 多亩，年均创

收 60多万元，并吸纳 20多名留守村民就业，带动了山区农民共同增收致富。图为张为（左）在灵芝种植基地了解灵芝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