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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春耕生产进入高峰期。据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目前，全国
已播种农作物7.5亿亩，完成春播意向
的55.9%。其中，早稻栽插基本结束，
中稻栽插过一成，玉米播种近七成，大
豆播种近三成，已播作物出苗长势正
常。广袤田野上，纵横阡陌间，一幅绚
丽的春耕图景尽收眼底。

稳——

效益优先有新提升
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

人物：高城镇祝家村种粮大户孙

兆义

站在地头，42 岁的种粮大户孙
兆义给记者算起了账：“俺承包的这
300 亩地，去年玉米平均亩产 1300
斤，今年小麦亩产至少 1000 斤，纯
收入能有12万元。”去冬今春风调雨
顺，麦苗长势良好，老孙正盘算着秋
后再流转300亩地扩大种粮面积。

“谁说种地不赚钱？我家的轿
车、电器都是靠种地添置的。”孙兆义
说，5 年前，他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
300多亩地，全部用来种植小麦和玉
米。这些年，尽管粮食价格有所下
调，但他的收入不减反增，用他的话
说，“秘诀是规模效应、节约成本”。
现在种粮早就实现了“机器换人”，这
300 亩地，孙兆义不用再雇人了，仅
人工成本每亩就降低了200多元。

实际上，孙兆义种粮的信心更多
来自国家“藏粮于地”政策的落地。
为了稳定粮食面积，县里加大农业投
入，推进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规
划田间工程。去年，全县建成小型平
原水库 17 处、高标准农田 2.21 万
亩。孙兆义流转的土地田成方、渠相
连、路相通，“旱涝保收，不用再靠天
吃饭了”。

早就听说县里的农田“东富磷、
西富钾”，孙兆义家在东部，生怕自家

的土壤“营养不良”。冬小麦播种前，
他拿到了“土壤医生”的化验报告和
施肥配方，果不其然，他家的土地“磷
超标”。“以前种地认为肥料施得多，
庄稼就会长得好，现在要测土配方施
肥，减少化肥、农药投入，提高粮食质
量。”对于今年的产量，孙兆义信心满
满：“全县大田作物测土配方施肥覆
盖率达八成以上，2万多亩农田实现
了水肥一体化，我种的小麦每亩能增
产100斤以上。”

自从注册家庭农场后，孙兆义铆
足了劲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每逢田
间学校开课，他都积极参加。在课堂
上，他还收了3个返乡种粮的徒弟，一
有时间就凑在一起交流种粮心得。

“种粮有保险、卖粮有订单，不愁种不
愁销，国家还给各种补贴，现在年轻
人也愿意返乡种粮了。”他说：“我是
种地的老把式，他们掌握着新技术，
我们强强联合，饭碗端得更稳了。”

绿——

质量兴农有新突破
地点：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

人物：向红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曹臣良

在河北省成安县向红农机专业
合作社的麦田里，指针式、移动式大
型节水喷灌设备横跨麦田灌溉小麦。

向红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
臣良说：“相对于传统大田漫灌的灌
溉方式，实施高效节水技术，既能节
约用水，又能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利
用喷灌机灌溉，每亩地每年可以节水
40 立方米左右，节省了大量时间和
费用。”

向红农机专业合作社目前流转
土地2000多亩，并与中国农科院对
接，利用先进的种植技术，打造农业
实验基地。为了减少农业用水，合作
社主动承接地下水压采节水项目，实

施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目前，合
作社拥有 16 台 30 多米宽的大型自
走式喷灌机，“只需定好灌溉水量，通
过水压带动喷灌机，就可以自动行走
淋灌”。曹臣良说。

成安县是农业大县，也是缺水
县，长期以来对地下水的开采已造成
县城周边形成浅层地下水漏斗区。
当地积极探索农业水价改革，实行

“节水奖励、超用加价”措施，确定农
业用水权额度为每亩地 149.4 立方
米，超过1立方米加收0.1元，低于定
额每立方米奖励0.2元。

“我们制定了节水奖励办法，对
灌溉限额内节约用水农户进行表彰
奖励，对用水户、协会管理人等进行
补贴，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成
安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崔新玲说。

曹臣良说：“过去2000多亩地浇
一遍需要 20 多天，大约要 200 多人
工。现在使用16台喷灌机同时浇地，
只要 6 个人 12 天。一季小麦按浇 3
遍水计算，可节省10多万元。”此外，
合作社投资300多万元购置了各种
大型农机，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并成为河北省第一家实现夏、秋两季
全程机械化收获的合作社。

优——

结构调整有新进展
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

人物：钱粮湖镇幸福村种粮大户

蔡红祥

“我家今年用500亩水田搞稻虾
连作，小龙虾最高收购价是每斤 52
元，眼下销售火爆，秋天稻米的价格
也不会差！”每天早上，湖南省岳阳市
君山区钱粮湖镇幸福村的种粮大户
蔡红祥都会去查看自己的虾稻连作
基地。他说，以往单一种植稻谷，除
去成本，每亩纯收入只有 400 元左
右；如今，稻虾连作，形成了稻在水中

长、虾在稻下游、虾粪养稻苗的生
态链，每亩最少可增收 2000 元。
稻虾连作还使稻米的口感得到提
升，各地的粮食收购商争先恐后前
来收购稻谷。

蔡红祥是君山区的农民。上世
纪80年代末，他除了种好自家10多
亩地，还经营起了手扶拖拉机等小型
农机。由于当时种粮效益差，大量青
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里的土地抛
荒面积越来越多。于是，蔡红祥流转
经营起了村里的180亩地，从此走上
规模化种粮之路。

随着区里不断加大项目扶持力
度，农业部门不定期组织培训指
导，蔡红祥的种粮积极性日益高
涨。2012年，蔡红祥组建了“红祥
优质稻合作社”，并投资近千万元新
建了占地 1000 平方米的粮食仓储
设施，粮食种植规模达 2000 亩，
辐射周边农户 8000 亩，年纯收入
达到80万元。

作为种粮大户，蔡红祥深知优化
农业结构的重要性。近年来，他率先
引进稻田综合种养模式。这种模式
种一季水稻可养两季虾，3月份放第
一季小龙虾苗，8月份还可再放第二
季青虾苗。不破坏稻田原有的内部
结构，在田外挖深沟养小龙虾，小龙
虾可以自由进出稻田。水稻为虾供
饵、遮阴，虾可吃掉害虫，虾粪又成为
水稻的有机肥料。这样，生产出的稻
和虾都是绿色产品。总体算下来，年
收益是以往只种水稻的好多倍。

提到今后的打算，蔡红祥说，过
去是散户不想种粮，大户不敢多种；
现在是散户可以种粮，大户更要多种
粮、种好粮。他最大的愿望是申请个
稻米商标，组建大米加工生产线，让
君山的优质稻打响品牌；同时做好小
龙虾文章，让周边近万亩的稻虾连作
为老百姓带来可持续的收入，让大家
都富起来。

听种粮大户畅叙“一年之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如 何 在 春 耕 中 坚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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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产量，并推动质量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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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山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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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重庆市巴南区的乡村
旅游景点陆续举办节会活动，迎来
众多游客。每一个景点，都体现出
村容村貌的巨大变化；每一个景点，
都映射着农旅融合发展的成果。

巴南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巴
南区农村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
90%左右，是重庆主城最大的田园，
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巴南
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促进农旅融合发展，充分
挖掘农业产业和生态资源潜力，依
托环云篆山、天坪山、五彩丰盛3个
100 平方公里区域示范建设，不断
做强农业产业，农村环境更美了，游
客来得更多了，农民的生活更富
有了。

巴南区丰盛镇油房村位于五彩
丰盛示范建设区域内，曾是一个以
传统农业种植为主的村子。多年
来，由于地理环境原因，村里大多数
村民依靠传统种植过活，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几年前，村里引进了“彩色森
林”——一个集“吃、住、行、游、购、
娱”为一体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项目，最初，村民们对这个项目没有
抱太大希望。让人没想到的是，短
短几年，彩色森林景区成为远近闻
名的生态旅游胜地。景区不仅有秀
丽的景色、优美的环境，还有野炊、
采摘、农家乐等项目，很受游客欢
迎。2018年，彩色森林景区接待游
客40余万人次。

乡村旅游飞速发展，最大的受
益者是当地村民。彩色森林景区带
动了从沿江高速丰盛下道口至丰盛
古镇沿途 15 公里的 100 余家农家
乐、家庭农场以及蔬菜基地、葡萄
园、垂钓园的发展，2018 年村民人
均收入上万元。

近年来，巴南区积极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建成了茶叶、水果、

蔬菜、粮油4大支柱产业，并进行农
旅融合，培育出“五彩丰盛”等10个
农旅项目、70余家乡村旅游企业。

潘仁胜是巴南二圣镇天坪山村
村民，以前在外地做生意。2013
年，看到节假日有很多人上山来游
玩，他率先在当地建起了农家乐，大
受游客欢迎。尤其到了采摘时节，
游客既可以采摘梨子，还可以品尝
地道的农家菜，累了有客房休息，离
开时还能带上一些土特产。

村民们抓住休闲旅游业发展契
机，搞起了多种产业，拓宽了增收
路。潘仁胜的农家乐节假日最多一
天接待游客100多位，加上种梨子，
年收入超过20万元。

巴南区还将休闲观光农业与乡
村旅游业、生态养生养老养心产业
融合，以观光农业为基础，以旅游营
销为手段，以扩大消费助农增收为
目标，基本形成了都市休闲观光农
业的聚集区。去年全区共接待游客
30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0
多亿元。

巴南区整合各类资金 3 亿多
元，帮助完善了项目周边道路、通
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并进行了周边
农户房屋改建等环境整治。

如今，走在巴南二圣集体村的
乡村道路上，每隔不远处就有一个
垃圾回收箱。村委会负责人说，村
里通过开展清洁生产、废弃物回收
利用、垃圾分类处理等技术培训和
环保宣传，使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不断增强，农村面貌也焕然一新。

巴南区把环境综合整治示范点
建设与产业发展示范项目、乡村振
兴示范村建设等结合起来，在美化
村庄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乡村旅游日渐红火。目前，巴南
区已创建绿化示范村庄13个，农村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到 96%以
上，农村环境更美更宜居。

“天旱咱有‘及时雨’，回乡创业
吃上‘定心丸’。”让山东聊城茌平县
贾寨镇耿店村的返乡创业青年曹有
忠津津乐道的，是茌平农商银行专门
定制的“职业农民贷”。“职业农民贷”
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仅用一天时间，
就办妥了承包大棚急需的30万元贷
款手续。

现在的耿店村是远近闻名的“鲁
西小寿光”，目前全村户均4个蔬菜大
棚。“以前种地不赚钱，很难留住年轻
人。现在，种菜收入超过在外面务工
的收入，谁不愿回来？”在耿店村党支
部书记耿遵珠看来，年轻人愿意回来
做“棚二代”，完善、贴心的金融服务
功不可没。一是让他们“回得放心”，
这几年村子虽然富裕了，但村里的蔬
菜交易市场用的还是传统的现金结
算，很不方便。茌平农商行为此在交

易市场增设2台“农金通”，协助村里
将市场交易改为银行卡转账，实现了
全程无现金结算，既方便又安全。截
至目前，蔬菜市场“农金通”共发生交
易6274笔，金额358万元。“服务到家
了，没有后顾之忧。”耿遵珠说。二是

让他们“干得舒心”。茌平农商行为
返乡“棚二代”专门定制了“职业农民
贷”，吸引中青年村民回乡创业。该
贷款品种具有额度高、利率低、期限
长的特点。“就在前些天，耿店村15名
返乡青年要种植大棚蔬菜，由于创业

资金不足，得到了茌平农商行有针对
性的支持和帮助。”

此外，茌平农商行还为耿店村全
村构建了资金支持规划。通过调查
走访，编制了耿店村基础信息档案，
精准绘制了该村住宅、商铺、大棚地
图信息，并根据前期走访梳理的客户
信息，筛选出信誉较好的优质客户，
利用“信e贷”信息入库，采取移动办
贷方式，提供免担保、利率优惠、额度
增加、流程优化、高效优质的信贷服
务。茌平农商行工作人员利用耿店
大棚户摘菜间隙，指导村民操作并成
功发放贷款。截至目前，共向耿店村
授信126户、1148万元，其中，新增职
业农民贷75户、金额755.5万元，新
增“信e贷”55户、金额258.5万元。

茌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兆起说，下一步，他们将不断拓展
金融产品创新力度，着力推广农产品
质押等新业务，加大对乡村新型农业
主体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职业农民
提供精准化金融服务。

让返乡创业者回得放心干得舒心
山东聊城茌平农商银行创新金融服务精准帮扶农村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曹国栋

河北省成安县向红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大型喷灌机在对小麦实施节水灌溉。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村内一排排小楼整齐有序，一
条条水泥路连接每家每户；村外，一
片片葡萄园点缀在绿色的田野中
……江西省鹰潭高新区小英村山清
水秀，吸引了不少游客。

近年来，小英村的葡萄种植业
迅速壮大起来，通过土地流转、技术
入股等方式，种植面积达到了2400
余亩，葡萄远销南昌、杭州、广州等
地。因为种植葡萄，如今村民们的
年人均纯收入超过7000元。

小英村党支部书记王小玉告诉
记者，村里的葡萄种植发展得这么
快，老百姓生活得这么好，离不开
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村民们开
办的农家乐，村里兴办的各类集体
经济蓬勃发展，多亏了税务人员对
我们村的政策宣传、税务辅导等各
种服务。”

王兵满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名叫
“晶兵农庄”的农家乐，至今，他还记
得刚到村里的情景：泥巴路上到处
是鸡粪猪粪，一下雨就泥泞难行。
如今，村里修了水泥路，建了广场、
水库，家禽实行圈养，处处干净整

洁，来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村
民搞起农家乐，每月有不少收入。

“国家政策特别好，10 万元以
下免征增值税及附加税，与去年相
比，我们每个月少缴税款 3000 余
元！”王兵满说。

税减了，乡村振兴的劲头更足
了，小英村处处焕发着生机。行走
在村里，记者发现，不只种植业、农
家乐在小英村发展得如火如荼，特
色加工业也日渐兴起。

江西鸽鸽食品有限公司就在小
英村旁，这家以绿色农林产品为主
要原材料，专门生产健康休闲零食
的企业，这几年发展迅速。在企业
负责人刘和平看来，这家成长于乡
间的特色企业之所以能够茁壮成
长，离不开国家的持续减税降费好
政策。“去年，公司要扩大生产，引进
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资金压力非常
大，税务部门获悉后，主动上门辅
导，告诉我们不超过500万元的设
备可以一次性抵扣企业所得税。按
照这一指导操作，企业的资金压力
一下子缓解了很多。”刘和平说。

江西鹰潭高新区

减税降负农家乐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徐青辉

山东聊城茌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访种植户。娄 嵩摄 （中经视觉）

重庆市巴南区二圣镇举办的“花海皮划艇挑战赛”，参赛游客享受竞技
乐趣。 冯亚宏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