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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乡村，村民是最大的受益者
也是主要参与者。如何充分调动大
家的积极性，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的

“双新”有点意思。
先看第一“新”：给流转土地系上

“保险绳”。
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县，大邑县农

村土地确权面积达 32.7 万亩，不少
农民选择将土地流转并收取租金，自
己外出务工。近年来，随着种地成本
增加，业主拖欠农民租金现象时有发
生。从2016 年开始，大邑县引入两
家保险公司，推行流转土地履约保证
保险，按土地流转交易额的3%收取
保险费，其中农民承担20%，业主承

担 80%，县财政按双方实际缴纳保
费的 50%给予奖补。如今，流转土
地履约保证保险在大邑县广泛普及，
让流转土地的农民吃下了“定心丸”。

“我家共有4亩地，流转后每亩地
每年租金600元，以前流转给同村一
个业主，租金拖了很久，很伤脑筋！”说
起这段经历，上安镇汪安村村民马家
辉有些生气，可看着自家荒着的土地，
又有些着急。“现在每年每亩土地只要
出2元多的保险费就能保证按时收到
第二年租金，划算、省心！”马家辉说。

同样觉得“划算”的还有四川欣
禾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文
华。“农业出成果的周期比较长，钱投

进去往往要四五年才能有收益。虽
然公司每年要支出保费5万多元，但
保险既可以打消农民‘不敢租地’的
顾虑，也可以规避‘半路上不租了’的
风险。”文华说，以前每亩地每年要预
付农民至少100元租金，土地参保后
农民不再要求预付租金，“等于公司
一下腾出50多万元的周转资金”。

为确保此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
大邑县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风险防
范专项资金，确保对购买流转土地履
约保证保险的行为奖补到位。

再看第二“新”：采取股份合作制
组建村经济实体。

两年来，大邑县蔡场镇新福村先

后以集体资产出租和资金入股、合作
社社员出资入股等方式建立了村集
体经济实体——锦谷麦香种植专业
合作社和粮食烘干中心。靠着合作
社和中心的收入，村集体资产由两年
前的 150 万元增加到现在的近 500
万元。目前合作社为农户入股分红
模式，按照制定的章程在当年的利润
中提取 30%作为合作社发展资金，
余下70%利润再按入股比例进行分
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大邑县计划到2022年全面完成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全县
100%的村建立股份合作制经济组
织，100%的村有集体收入。

四川成都大邑县新招迭出

引入互利机制激活振兴主体
本报记者 刘 畅

2016年，国家在内蒙古自治区
和东北三省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的原则，将以往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收储
制度，玉米价格由市场形成，供求关
系靠市场调节，生产者随行就市出售
玉米，鼓励各类市场主体自主入市收
购。实行玉米收储制度以来，农民种
粮积极性和收益如何？各类市场主
体参与状况怎样？日前，记者跟随国
家粮食局来到吉林省，就此进行了
采访。

农民收益普遍提高

企业各种服务及时，种粮补
贴到位等因素促使农民卖粮意愿
增强

在吉林鑫海实业有限公司的收
购处，来自吉林舒兰市七里乡的王
立君开车把粮食带来售卖。“我通过
微信公众号看到今天的玉米潮粮折
标价格是每吨 1630 元。现在市场
行情好，玉米收购价格高，土地租金
也低，我打算接下来扩大玉米种植
面积。”王立君的语气里满是憧憬。

在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张相
村，玉米种植大户何景生向记者介绍，
自己租了4垧（1垧地=15亩）玉米地，
加上自家的1垧地，2017年打了16万
斤玉米，每斤收购价0.76元。2017年
土地租金低，旱田和水田平均算下来，
每亩地租金450元，再去掉化肥支出，
2017年光玉米收入就达12万多元，比
上一年多了4万多元。

与何景生同村的黎克学正紧盯
玉米收购行情，打算等到每斤玉米8
角 5 分钱再卖，加上政府每垧地给
160 元补贴，黎克学露出会心的
微笑。

农民脸上有微笑，玉米收购企

业“功不可没”。位于公主岭市的吉
林省东北农嫂食品有限公司，探索
出了“公司+农场+农户”模式。公
司总经理齐新江介绍，农民除了卖
粮，还可以有这些收入：按一垧玉米
地平均产量 4 万斤来算，通过农民
土地入股每垧地收益 600 元，农民
在公司车间生产、包装、卸车等务工
收入每月有3000元左右。

由于玉米收储制实行市场定价，
作为黄金玉米带的吉林省优质优价
的特点更加鲜明。2017年，全省三
等以上玉米占总量98%，水分较常年
低3个水左右。目前农民坐家出售
25个水分湿玉米一口价为0.66元一
斤，折干粮0.77元一斤，农民普遍认
可当前价格。目前，全省粮食收购玉
米达到290多亿斤。

“农民卖粮积极性高，一是由于
玉米水含量少，价格高；二是企业纷
纷提供市场信息、务工费、科技支持
等服务，农民卖粮意愿更强；三是种
粮补贴到位，租金降低。”吉林省粮
食局调控处处长王涛说。

收购主体纷纷入市

积极性提高缘于玉米加工补
贴政策到位，贸易需求大幅增加，
铁路运力保障、公路运费下降

随着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推
进，玉米收购和深加工企业进入市
场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吉林燃料乙

醇公司探索出了“价格公开化、质量
标准弹性化、全年购粮敞开化、购粮
付款及时化、收购数量最大化‘五
化’方略”。公司副总经理金荣鑫介
绍，2017年政府补贴比上一年每吨
提高80元，鼓励公司深入一线收购
农民手中玉米。

鑫海实业有限公司 2017 年收
购了 3 万多吨玉米，公司副总经理
何景刚介绍，收购来的玉米主要和
南方的饲料企业合作，按照收储制
度的改革要求，根据传递来的南方
玉米价格，运用公司自有的 3 条专
用铁路线和日装卸能力2400吨的4
条散粮发放装车臂，将玉米运送到
南方。

王涛表示，2017年很多玉米收
购企业入市收购积极性高，首先缘
于玉米加工补贴政策到位，省内玉
米加工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收购加工
省内 2017 年新产玉米，每吨给予
200 元补贴，一些往年经营有困难
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也能维持正常生
产经营。二是南方及中原饲料企业
提前到东北采购，贸易需求大幅增
加，吉林省内外贸易商竞相收购，出
现运粮车与经纪人合作，直接深入
村屯收购拉到省外的现象，呈现购
销两旺、量价齐升的局面。三是铁
路部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
障运力，2017年11月份以来吉林省
粮食保障力度为每日 1300 车以
上。同时，公路运费较2016年降幅
较大，集港、入关数量大幅增加，满
足了粮食外运需求。

充分释放产业潜力

设立玉米收购贷款信用保证
基金，完善民营企业与国有收储
企业合作机制，增加仓库数量

作为我国优质玉米的重要产
区，吉林省玉米产业的潜力仍然可
以进一步释放。

“我们希望收购更多玉米，但收
购器械、运输等环节支出也加大了，
向农民收购时一般要求现金支付，
导致资金不足。”金荣鑫表示，虽然
有收购玉米的积极性，但是依然需

要资金“活水”。
王涛认为，随着临储玉米库存

的逐步消化，企业想生存发展，必须
走向市场，但吉林的情况是，粮食企
业普遍存在信用等级低、资产质量
差、经营能力弱、自有资金不足等问
题，在银行很难获得信用贷款，需要
通过基金增信贷款来解决。当前，
吉林省政府明确了“政府引导，风险
共担，市场运作，粮贷挂钩”的基金
工作要求，设立了 8 亿元的吉林省
玉米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据吉林省粮食局总经济师鞠永
平介绍，吉林省粮食局已按照基金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程序开展基
金增信贷款业务，当前已开展银企
对接。通过企业自荐、县市推荐、审
核把关、网上公示等办法，从 1076
户地方收储保障体系的企业中，筛
选确定558户增信贷款“白名单”企
业，为金融机构办理增信贷款业务
提供目标客户；2017 年粮食收购
期，调整了企业保证金缴存方式，要
求企业在省基金办出具担保函前缴
存到位即可，这样企业在增信贷款
发放前，可以有更多自有资金参与
收购；2017 年以来，将担保审查工
作重心向市县下移，省基金办对农
发行有权审批发行核定贷款最高余
额在 3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只进行
书面审查。

在仓储能力上，截至2017年10
月末，吉林省规模以上粮食收储企业
达到 1251 户，总收储能力 2165 亿
斤，可利用收储能力688亿斤，但是
面对日益增长的玉米收储量和烘干
玉米的需要，一些民营企业仍面临仓
容紧张问题。王涛表示，下一步将完
善民营企业与国有收储企业合作机
制，增加仓库数量和储备容量。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有利于释放
粮食主产区的产地优势，促进相关产
业布局调整，对于未来规划，王涛阐
述了“打出组合拳”思路：把玉米深加
工、畜牧全产业链、仓储物流项目纳
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重点，吸引销
区企业到吉林省投资合作，同时指导
中储粮、省储备粮企业联动收购储备
轮换玉米，及时启动稻谷最低收购
价，充分释放吉林省玉米产业潜力。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实行一年多

吉林：补贴到位 农民满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国强

自 2016 年实行玉米

收储制度以来，吉林省的

农民收入普遍提高，玉米

收购和深加工企业进入市

场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

来，再加上政府有针对性

地解决资金和储备难题，

吉林省玉米产业潜力充分

释放，焕发出蓬勃生机

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信用评
价标准不足、可抵押物少，种植和养
殖业贷款难等问题一直是农业农村
现代化实践中的“痛点”。如今，一
种新型的“滴灌”式数字农业贷款正
在成为部分地区的有益尝试。

2018年1月10日，在山东省诸
城市石桥子镇石屋子山脚下，山东牧
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技术厂长张
鹏飞一溜小跑进入鸡饲养车间，这个
现代化车间有近2000平方米，他需
要每隔几分钟查看一下母鸡和鸡苗
们的温度和湿度。“蛋鸡养殖是一门
技术活，在产蛋期需要对温湿度进行
严格掌控，厂房全自动监控设备的资
金投入很大。”张鹏飞说。

养殖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投
入，在山东牧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王海青看来不是难题。

“难的是购买设备、鸡苗和第一批饲
料后，手头‘活钱’太少。把鸡蛋卖
给收购公司回款需要时间，饲料公
司一般必须现金结算和发货，要想
再订购饲料、维持鸡场正常运转，流
动资金周转是大问题。”王海青说。

流动资金的困难在农村产业化
企业或合作社中比较常见，解决办
法大多是求助传统金融机构。但鸡
苗和母鸡在银行不能抵押，就算把
养殖户的个人财产抵押，放款周期
也难以满足饲料周转需求。这些问
题说到底还是农村地区缺少有效的
信用数据和合格的抵押物。

除了饲养车间外，鸡苗和母鸡
实际上是养殖企业的资产，能不能
用精准数据打消贷款疑虑、弥补企
业信用不足？京东金融农村金融数
字农贷负责人王瑞认为，把发放贷
款的审核“关卡”从鸡蛋售出回款环
节提前至养殖环节，用真实的农业
生产数据为没有抵押物的农业企业

“增信”，既能证明养殖企业有能力
还上贷款，又能根据养殖进度精准
匹配贷款的额度和资金使用效率。

一种新型的数字农业贷款应运
而生。“我们应用大数据和专业养殖
知识，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把资

金精准投放到产业链上，从而实现
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资金滥用
的风险也降得较低。”王瑞说，在量
化模型和生产数据的帮助下，数字
农贷能精确控制投放贷款资金的

“水龙头”，农民的生产项目每分钟
需要多少资金，就投放多少。

如果将传统的一次性投放全部
贷款的方式比作“大水漫灌”，数字
农贷就实现了精准的“滴灌”。从鸡
苗入笼开始，养鸡场里的每只鸡每
天需要多少克饲料，都在数字农贷
的后台统筹之中。根据每天实际所
需的饲料总数，京东金融数字农贷
会为养鸡场精确匹配饲料贷款。比
如，在养殖最初阶段，每只鸡苗每天
只需要 2 角钱的开口料，养鸡场的
10 万只鸡一共需要约 2 万元的饲
料，数字农贷就会给养鸡场每天投
放 2 万元贷款，之后鸡苗需要更多
的饲料，贷款也随之增多。

目前，数字农贷的技术可实现
只投放农民每分钟用到的贷款，随
用随放款。农户不用为闲置资金支
付额外利息，资金使用成本也就更
低，粗略估计能比传统贷款方式低
一半。具体来看，如果使用数字农
贷饲养肉鸡，覆盖养鸡过程中需要
的12元饲料款，总共只需支付利息
6分钱。这对于一只肉鸡大约2元
的利润来说，基本能够承担。

但是养鸡也会面临市场风险，
贷款更会遇到欺诈骗贷和坏账风
险，贷款机构如何防范？“我们并非
任何种植、养殖项目都放款，项目的
选择有严格标准。”王瑞解释，之所
以选择养殖业作为切入，是因为蛋
鸡、肉鸡、肉鸭等产业整体发展较
快，形成了标准化的养殖技术，有大
量历史数据，这些数据成为数字农
贷的基础。再加上订单农业和农业
保险“双兜底”，鸡蛋不愁卖家，有些
企业还应用鸡蛋期货套期保值，对
冲了鸡蛋价格波动风险，这类养殖
企业的总体风险基本可控。随着行
业数据的增多，数字农贷可以应用
到更广泛的领域。

日前，记者在贵州省铜仁市石
阡县白沙镇龙凤岩商贸有限公司风
味腊肉加工厂的生产车间内看到，
所有烤房开足马力生产，飘出阵阵
腊肉香。公司门店里，不少客人慕
名前来购买。来自广东佛山的顾客
赵朝勇说：“这里的腊肉都是用土猪
肉炕的，流程和小时候家里面炕腊
肉一样，非常好吃。”除了线下销售
火爆，电商平台上同样受到消费者
青睐。

龙凤岩商贸有限公司风味腊肉
加工厂是石阡县白沙镇大岩村、小
岩村抱团成立的村集体企业，吸纳
两村171户村民入股。工厂现有烤
房 20 座，可一次性生产制作腊肉、
香肠、火腿、腊排骨等 6000 多斤，
直接带动加工销售等环节近 30 人
就业。同时，他们积极动员村民按
照传统熟饲料喂养方式养殖生猪，
公司上门保价回收。

大岩村村委会主任向正宇介
绍，大岩、小岩两村有养殖户800多
家，只要农户按要求以土方法（熟饲

料）饲养，商贸公司就按协议价收
购，保障农户合法利益。

大岩村村民黄发兰家这次按照
公司要求喂养了 4 头生猪，每头重
量都在300斤左右，预计可收入1.2
万元。

为了保证腊肉的口感和口味，
公司聘请村里经验丰富的农户，严
格按照传统腊肉腌制、熏烤、脱水等
制作流程进行生产。入冬以来工厂
生产成品 1.5 万余斤，通过饭店订
单、电商平台、客户上门采购等方式
已出售过半。

“现在订单多，需求量大，春节
前我们预计销售额可突破 50 万
元。”龙凤岩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文
祖政说。

据了解，公司腊肉销售的纯利
润将根据股份进行分红，剩余部分
按“6211”比例作为两村集体经济
分红，其中60%用于精准扶贫户分
红，20%用于集体经济再发展基金，
10%用于集体经济管理人员报酬，
10%用于风险金和集体公益事业。

贵州石阡县两村抱团成立村集体企业

合力制作“小时候的腊肉”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随用随放款 精确到分钟

数字农贷精准“滴灌”
本报记者 周 琳

山东牧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养殖场内，农户正在搬运鸡蛋。周 琳摄

吉林燃料乙醇公司2017年9月新建三个钢板储备仓，现在增加了300万斤玉米储量。 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工人进行卸粮作业。 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