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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农民，不少人的印象中还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地在田间劳
作。在山东省莱西市，“农民”已成为
新型职业选择，不仅越来越趋向年轻
化，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莱西市院上镇兴隆寨村“90后”
青年耿丙磊是丽斌专业合作社的一
名“职业农民”。读完中专后，耿丙磊
在一家工厂务工，一个月工资只有
2000 多元，看着村里人靠发展现代
农业发家致富，他决定辞工回家当农
民。“刚开始种葡萄，什么也不懂，用
传统方式管理，效益一般。2015年，
合作社举办了新型农民职业培训，我
报名参加了，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现在耿丙磊的葡萄大棚一亩可收获
5000 多斤，年纯收入 5 万多元。“比
外出打工强多了。”耿丙磊笑着说。

据了解，像耿丙磊这样的新型职
业农民目前在莱西有 12000 余名，
他们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头羊，也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新型职业化农民”不再单纯地
种地，而是注重运用科技向土地要收
益。青岛浩丰源高效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运用新理念、新
技术“种地”七八年了。他告诉记者，

“过去农民的种植方式简单粗放，农
药残留问题很严重，如今我们要运用
新技术让大家吃上绿色、健康的农产

品。”2011 年，王峰申请成立了丰诺
植保专业合作社，做起了“农场主”，
凭着对农药、化肥特性的研究，合作
社采用新模式种植的蔬菜、水果农药
残留完全达标，成为各大超市的“宠
儿”。“新时代的农民是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农村专业人才。”王峰笑
着说。

为了加深农民对现代农业种植
技术的认识，从2014年开始，莱西市
农业局根据莱西主导产业和农民的
实际需求，从高校、科研机构、农化企
业和全市各行各业的乡土专家中认
真组织筛选，将理论功底深厚、实践
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教授组成莱西市

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专家师资队
伍，结合莱西社区分布和建设情况，
先后建设农民田间学校 26 处，每年
培训农民 3000 余名，培训合格后为
他们颁发合格证书；根据学员从事行
业的不同，先后选择了青岛杰丰有限
公司（山后韭菜基地）、鲜多多农业园
区、青岛东大寨果蔬专业合作社、青
岛双龙泉家庭农场、莱西市良种繁育
场等基地供学员现场参观和学习。
2017 年，莱西市又新增培育田间培
训学校 5处，开展各类培训班 12期，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743人。通过新
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莱西现代农业
逐渐步入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山东莱西

新型职业农民“持证上岗”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侯义凤

“‘70 后’不愿种地，‘80 后’不
会种地，‘90 后’不谈种地。”这句话
道出了当前“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的隐忧。从 2012 年到 2017 年，连
续 6 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作出了部署，新型职业农
民被国家寄予厚望。那么，什么样
的农民可称为新型职业农民？其发
展现状如何，又该如何培育和扶持？

怎样认定？
以务农为安身立命之本

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稳定

性，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把

务农作为终身职业

“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把务农
作为终身职业。”四川省崇州市农技
中心主任刘波常年跟新型职业农民
打交道，他说，在市场规律作用下，
高素质劳动力会向劳动力定价高、
工作环境好的地方流动。在他看
来，国家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
是要让务农有吸引力，职业农民收
入要达到或超过可能从事二三产业
获得的务工收入。从实践来看，新
型职业农民大致从“老农”和“新农”
两类人群中产生。

一批想务农、有经验的“老农”
转变观念提升技能，成为现代农业
的主力军。刘丰春是江西省吉安市
泰和县苏溪镇上彭村村民，丰颍稻
业合作社理事长。提起测土配方施
肥、无人机喷药、互联网营销，他样
样精通。靠这些本领，他从普通农
民成长为年产值 5000 多万元的合
作社的理事长。“我每年都去南昌听
教授们讲课，学习水稻种植、肉牛养
殖等新技术。”谈起自己的经历，刘
丰春很是感慨。合作社在他的带领
下，现有239户社员，年产粮1万吨，
大米借助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一批能创新、敢创业的“新农”
加入职业农民队伍，成为乡村振兴
的新力量。1988 年出生的安徽省
芜湖市南陵县新型职业农民谷浩，
从上海海洋大学农林经济专业毕业
后返乡创业，承包养殖水面300亩，

成为旧鱼塘里的新渔民。“农业是百
年产业，投身农业要掌握技能，更要
耐得住性子。”他创新四大家鱼混养
模式，实现单位面积养殖产量和效
益翻番，带动周边 100 多个养殖户
亩均效益增加1000元以上。如今，

“互联网＋”现代农业等新业态新模
式催生一批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和
退伍军人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
农民职业化是农业基本现代化的重
要指标。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通
常耕地的 80%靠职业农民来耕种，
农业产值的 50%是由职业农民贡
献。照此标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任重而道远。2017 年，全国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 100万人以上。目
前，全国有1500余万名新型职业农
民。农业部印发的《“十三五”全国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
到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要发
展到2000万人。

如何培育？
把脚印留在田间地头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实

训基地、农民田间学校、创业孵化

基地、综合类基地遍地开花

在泰和县，像刘丰春这样的新型
农民大有人在，他们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其产生除了靠他们自身在市
场中摸爬滚打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工程功不可没。近年来，当地把种养

大户、返乡青年等作为重点对象，依
托职业技术学校、农广校等机构，结
合当地特色产业，分层分类设置培育
内容，创新开展田间实地教学，让一
大批农民实现由身份型向职业型的
转变。目前，该县拥有农业社会化组
织 带 头 人 425 人 ，农 村 技 能 人 才
8894人，农村经营型人才3750人。

“从培训到培育虽然只有一字
之差，但体现了制度上的创新。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长期工程，
已经由以往单一的技术培训拓展到
技能培训和经营管理并重，延伸到
培训后的认定管理、跟踪服务，还有
扶持政策的跟进落实。”农业部科技
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说，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的实施范围已从 2014
年的 2 个示范省、14 个示范市、300
个县扩大到目前的 8 个省、30 个市
和2000多个农业县（团、场）。

2452 所 农 业 广 播 电 视 学 校 、
541所农业职业院校、15.1万个农技
推广机构、430 万个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7万名培训教师……这是我国
农业科技教育的基本力量，也是培
育全国 1500 余万名新型职业农民
的主力队伍。目前，初级、中级、高
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基本
建立，全国 70%以上的示范县基本
建立起完整的培育框架。

“农广校发挥着定向培养职业
农民的主体作用”，中央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有关负责人说，农广校不是
一所普通意义上的学校，是农民教
育培训的专门机构和全国体系，在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上肩负着特殊的
使命。新年伊始，河南省商丘市夏
邑县农广校校长王留标自信满满，

“今年县农广校围绕职业农民本身
的性质、特点、规律推进精准培育，
讲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第一课，受
到农民的广泛欢迎”。

如今，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
实训基地、农民田间学校、创业孵化
基地、综合类基地遍地开花。目前，
登 记 入 库 的 基 地 总 数 达 到 8847
个。其中，实训基地 5268 个、农民
田间学校 2008 个、创业孵化基地
207 个、综合类基地 1364 个。以互
动式、参与式、启发式为教学理念的
农民田间学校，为农民提供了就近
就地现场教学的场所，畅通了农民
培育“最后一公里”。

怎么扶持？
用机制创新破解难题

农业部提出，将在园区建设、

涉农信贷、农业保险三方面加大

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

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新型职业农民
队伍建设还面临不少困难。从外部
环境来看，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
年劳动力留农务农的内生动力总体
不足，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发展面临
基础不牢、人员不稳定等问题。由
于农民身份的限制，加上长期以来
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教育、医疗
等公共服务欠缺，使得有能力的青
年大多致力于“跳出农门”。

从新型职业农民自身来说，成
长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遇到的第
一个较普遍的难题是规模与效益。
传统作物区扩大规模有困难，高效
作物产区也有租地难。湖北宜都是
有名的柑橘产地，一亩柑橘收益近
万元，橘农都愿意守着几亩柑橘地，
大户希望扩大种植规模，但比较
难。“没有规模，既难以保证产量，效
益也上不去。”宜都市红花套柑橘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陈世贵说。

贷款难、融资贵是新型职业农
民必须面对的另一道坎。宜都市共
发茶叶合作社负责人曹光新介绍，
合作社有3080户茶农，由于贷不到
款，每到收购季节都靠农户间借贷，
影响了合作社发展。他说，只要
100 万元贷款就能解决很大问题，
但银行对贷款抵押物要求高。此
外，农业风险保障不足、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也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
队伍的壮大。

2017 年 12 月，农业部提出，将
在园区建设、涉农信贷、农业保险三
方面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
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
参与现代园区建设。综合运用税
收、奖补政策，创新产品和服务，加
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信贷支
持。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和大灾风
险分散机制，降低新型职业农民的
生产风险。

专家建议，要对新型职业农民
给予更多关怀，支持其享受创新创
业扶持政策，包括产业扶持、财政补
贴、金融保险、人才奖励激励等政策
措施。有条件的地方，支持新型职
业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医疗等
社会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

一批想务农、有经验的“老农人”观念更新

一批能创新、敢创业的“新农人”积极加入

职业农民越来越有吸引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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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
区里水镇流潮社区的居民莫纯康有
了盼头。“年底就要分红了，拿到钱
全家人就可以过个好年！”虽为土生
土长的南海人，但莫纯康能拿到分
红，是得益于2015年南海启动股权
确权颁证登记工作。“之前户口在广
州，回迁到流潮后的8年时间里，都
没有股东资格，分不到红。”

分红是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核心问题。尽管南海开创的土
地股份合作制为农村和村民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巨额财富，
但近 30 年来由此衍生的各种各样
关于股权的争议，让这块“蛋糕”难
以合理分切。

“分红的效应吸引外来人口迁
入或已‘农转非’人口倒流，出现
外嫁女、农转非等历史遗留问题的
利益分配难题，让农村矛盾处于激
化边缘。”南海区城乡统筹办主任
刘锦枌表示，开展股权确权刻不
容缓。

南海区从 1996 年前后开始实
行“生不增，死不减”股权固化到
人的方案，经历了多年探索，终于
摸索出一条适合当下的确权纲领
——“确权到户、户内共享、社内
流转、长久不变”，并倡导户内股
权均等化。刘锦枌介绍，实现了

“股权户”和“户籍户”的分开，
村民不用担心户口迁出后被取消股
权，促使农村股权从动态调整型向
稳定规范型转变。

2015年3月19日，南海区召开
股权确权颁证工作动员大会，正式
揭开了全区股权确权的序幕。经历
了近 3 年的推进，目前全区已有
1823 个集体经济组织实行该种股
权管理模式，完成率为91.24%。在
确权的同时，像莫纯康一样属于“历
史遗留问题”的 2 万余人也得以通
过出资购股的形式，重新获得社员
资格。

“分蛋糕”的规则确定了，如
何管理这块“蛋糕”又成了需要考
虑的问题。数据显示，2016 年南
海村 （居） 社 （组） 两级集体资产

总额达 378.45 亿元，村 （居） 社
（组） 两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为83.78
亿 元 ， 可 支 配 收 入 77.51 亿 元 。
2016年全区股份分红总额为43.03
亿元，人均分红 5346 元，股份分
红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达
到24%。

“资产多、分红多的地方，如果
管理不到位，往往就会变成矛盾的
集中地。”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
书记黄志豪告诉记者，为强化集体
经济监管，2010 年，南海建立了集
体资产管理交易、集体经济财务监
管和股权管理交易“三平台”，创建
起“统一平台、管理动态、交易阳光、
监控实时、信息共享”的“三资”管理
新模式，确保“三资”管理交易在阳
光下运行。

据介绍，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平
台实现了对全区集体资产的全面覆
盖、分级管理、阳光交易；集体经济
财务监管平台实现了第三方机构派
驻农村，实时在线监控，财务收支、
财政专项资金实现统一管理；股权
管理交易平台则实现了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股权管理的统一科学、公开
透明。值得一提的是，平台搭建后，
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股份只能在
社内流通，确保了村民的利益不受
外界影响。

迄今为止，集体资产管理交易
平台共成功交易 77419 宗资产，交
易总标的金额 501 亿元，成交价格
比底价提高了 17.3%；集体经济财
务监管平台在管财务账2764套，在
管资金 174亿元，全区 83万社员股
东的股权全部纳入股权（股份）管理
交易平台管理，全区股权流转交易
共有293宗。

“有了平台，每一宗资产交易、
每一笔支出和收入村民都了如指
掌。”莫纯康说。村民高兴，村干部
也对平台赞不绝口，纷纷评价认为：

“自从有了‘三平台’，一切交易都公
开透明，这是对基层干部的保护，既
防患于未然，又能在出问题后知道
问题出在哪。平台推出后，村里的
矛盾也少了不少！”

广东佛山南海区推行三资监管新模式

管好分好集体经济“蛋糕”
本报记者 庞彩霞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

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是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支撑。2014

年 11 月，农业部、中央农办等印发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

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

案》，确定在全国29个县（市、区）开

展试点。在第一批 29 个试点县之

后，国家在 2017 年又增加了 100 个

县开展试点，2018年试点县增加到

300个。广东佛山南海区作为第一

批29个试点县之一，如今其改革已

取得初步成果，对推动完善农村治

理、保障农民权益，探索农村集体经

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都具

有重要意义。

南海区科学界定集体成员资

格，并对动态管理还是静态管理进

行了深入探索。与其他地区类似，南

海区的改革，经历了股权管理从动

态到静态的变革，最终明确提出“确

权到户、户内共享、社内流转、长久不

变”的静态管理方式，以户为单位参

与股份分红和行使表决权，并倡导户

内股权均等化，今后新增人员只能

分享户内拥有的股权。如今，29个试

点县中有24个县提倡实行这种静态

管理方式。

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集体

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民诉求多种

多样，改革必须分类实施。南海区

的探索对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村具有

借鉴价值。对经营性资产较多的城

中村、城郊村、园区村，应重点解决

成员边界不清、资产家底不明的问

题，明晰产权关系，量化资产股份。

南海区的改革解决了“谁能分蛋糕、

怎么分蛋糕”的问题。在明晰股权

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占有权、收益权

试点。通过颁发股权证书，把成员

的占有权落实到位；通过按股分红，

把成员的收益权落到实处。

发达村明晰权益很重要
□ 农 兴

开栏的话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集体经济改
革的重大制度创新。3年来，全国29个县（市区）开展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本专栏将聚焦试
点地区，报道改革过程中的有益实践，共同关注这项改革的
发展进程。

南海区丹灶镇石联村石东经济社股权确权章程集中表决现场。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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