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又绿江南岸，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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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问禹

春风又绿江南岸，浙江的田

间地头又现忙碌的身影。在浙

江，小农经济长期是农业主要形

态，然而，时代巨变中，小农户的

角色发生了变化。

现代农企里的“上班农民”

春日里，江南大地一片生

机。这个时节，湖州吴兴区农民

项明阳新一季的劳作开始了，疏

通农田水利、撒施有机肥料、调

试农机具、催芽播种……

“同样要下田，往年是农民，

今年在上班。”项明阳打趣说，他

“泥腿子”大半辈子，如今成了

“上班族”。

去年，项明阳把家里田地交

给村里打包、统一流转，自己被

聘请到一家现代农业企业上

班。尽管还在原来的田地上深

耕细作，但报酬方式有了变化。

像他这样的“种田好手”每月工

资超过4000元，比种自家田实

惠多了。

小农户放下锄头、就近就

业，在浙江已经较为普遍。国家

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数据显示，

2017年，浙江农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达15,457元，占可支配收

入的比重超过六成。

如今，在浙江，土地流转直

接带动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和

现代农业发展，小农户开始分

流，其中部分成为“上班农民”。

新华社记者从德清县农业

局获悉，该县农村劳动人口超过

20万，随着土地全面流转，100

亩～300亩适度规模耕作、企业

化经营成为主流，提供了大量农

民就业岗位，目前仍从事传统农

耕的农民仅约2万人。

产业链条上的“订单农民”

临近中午，新昌县镜岭镇建

国村村委会主任周德新家门口

热闹起来，采茶回来的村民陆续

来这里投售青叶。

周德新家里有8台炒青机、

2台辉锅机，他将收来的青叶加

工成大佛龙井茶，再销售给茶商

茶企。

建国村有近800亩茶园，和

周德新一样从事茶叶“收青制

干”的专业户有5家，其他小农

户只需管好茶园、采下青叶，每

年亩均收入就超过8000元。目

前，这种专业分工合作模式在新

昌县较为普遍。

以行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

合作社、经营大户、家庭农场等

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正在驱动浙江现代农业快速发

展，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专业分

工程度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

中，一些小农户在细分领域承担

角色，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发挥优

势、变身“订单农民”，市场销路

和经济效益都有保障。

在浙江安吉县，茶农在清明

节前最为忙碌，要在20天里完

成上百亩茶园的摘茶、炒茶工

作，再卖个好价钱。而今，他们

只需把精力放在茶树上、把好质

量关，就能有稳定的收益。

浙江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到2017年底，浙江省级农

业龙头企业达到494家，省级示

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达751家，

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993家，新

型职业农民10.9万名，包括大

学毕业生“农创客”1600余名。

直面市场的“转型农民”

“纯天然的有机蔬菜，价格

能卖到‘天’上去，我去年种了水

稻，今年要种蔬菜。”杭州市临安

区天目山镇农民说，这几天春耕

他并不着急，等天气再暖和些，

种应季蔬菜。

除了“上班农民”“订单农

民”，浙江一些小农户选择直面

市场、分享“优农红利”，在种植

内容、农产品形态、销售方式上

进行调整。

在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

东坑镇，今年春耕并未走向规模

化，乡间梯田反倒被分成小块，

分类种植各种蔬菜。

2015年，东坑镇白鹤村村

民徐海惠开起全村第一家咸菜

馆，凭借祖传手艺，野生蕨菜、笋

干、四季豆等腌制的咸菜，当年

给她带来5万多元收入。在她

带领下，目前全村有80多种咸

菜包装成“畲乡伴手礼”，线下游

客青睐、线上畅销全国。

据了解，近年来浙江一些地

方在营造环境、打造品牌、技能

培训等方面伸出“有力之手”，引

导小农户“转型升级”，从第一产

业延伸到农业三产融合，重点发

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定制农

业等。

从2014年起，丽水市基于

独特的生态优势和资源禀赋，

全力打造覆盖全品类、全区

域、全产业链的农业区域公用

品牌——“丽水山耕”，农户享用

品牌红利、政府坚守品质底线。

到2017年底，“丽水山耕”

母子品牌运作商标达537个，注

册会员总数达590家。“丽水山

耕”产品去年以来累计销售额达

60多亿元。

□ 张 伟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东阿

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裁秦玉峰带来了一份推广养

驴扶贫模式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的议案。

“养驴扶贫不仅带动了中国

驴产业的发展壮大，在产业链上

游，让当地群众致富脱贫，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产业链下

游，更为阿胶产业提供原料保

障，发扬光大了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秦玉峰告诉《人民日报》

记者。

东阿阿胶探索的“政企农结

合养驴扶贫模式”，覆盖养殖生

产、饲草饲料、交易销售、精深加

工、旅游餐饮“三产融合”产业

链，真正做到了驴产业在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当地群

众脱贫。

把毛驴当药材养

在通往山东东阿县的道

路两旁，林立的红砖墙上，有

一条标语尤其醒目：把毛驴当

药材养。

“驴的疫病少、抗病力强、成

活率高，驴的全身都是宝：驴肉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和胆固醇

含量低，健康美味；驴皮是名贵

中药阿胶的主要原料；驴奶营

养成分比例接近人乳的99％，

是奶中珍品；驴胎盘等皆可入

药……”谈起毛驴，东阿县屯里人

养驴合作社负责人王兴科抑制不

住内心的喜悦，合作社里446头

毛驴如果能顺利出栏，预示着

他的投资将在明年全部回收。

这家合作社，正是东阿阿胶

扶持的上百家扶贫养驴专业合

作社之一。

“驴皮是阿胶的核心原料，

通过建设养驴基地解决了驴皮

资源问题后我们发现，驴皮只是

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要想解决

驴皮供应难题，就必须拉长产业

链，打造‘毛驴新六产’。”秦玉峰

说。所谓“新六产”，是指将一产

的一份收入，经过二产加工增值

为两份收入，再通过三产的营销

服务形成三倍收益，综合起来是

六份收入，产生乘数效益。一头

毛驴延伸出的链条被东阿阿胶

越拉越长：驴皮、驴肉、驴奶、驴

驹、种驴成为上游产业基础，与

毛驴相关的饲料、饲养、深加工、

冷藏、包装、运输等环节，成为二

产增值保证，而与毛驴相关的阿

胶世界、东阿阿胶城、毛驴主题

乐园等多个工业旅游景区，则将

游客变为顾客，让驴肉汉堡和驴

奶变成消费者眼中的“中国汉

堡”和“长寿奶”。

建立养殖户利益联结机制

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切

好，利益联结机制是打造“毛驴

新六产”的关键。以屯里人养驴

专业合作社为例，养驴场的建设

共需投资65万元，除政府补助

25万元外，东阿阿胶拿出40万

元，与养殖户建立“养驴产业共

同体”，让养殖户能在各个链条

环节上获益。

东阿黑毛驴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胡元岭仔细算了一

笔毛驴账：一头毛驴从出生到

出栏按两年计算，大约需要 3

亩地来供养，仅一产便可带动

农民饲草料收益4000元、有机

肥150元/吨；二产中驴奶收益

8000 元、驴胎盘收益 800 元、

驴皮收益3000元、驴肉加工收

益7000元~10,000元；若加工

成三产餐饮用的驴肉包子或者

火锅肉，驴肉收益还可增加至

少三倍。

一头驴变成了一个“闭环”，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养殖

户从产业链的多个环节上获益，

数据显示，近五年毛驴价格增长

5 倍，带动全国养驴农民增收

180亿元。

延长产业链助力扶贫

张金英如今是聊城市东阿

县向阳红黑毛驴养殖场的一名

工人。几年前，由于丈夫患病，

家里欠下十几万元的外债。秦

玉峰知道后，不仅为她家送来了

驴驹，还安排她到养驴场打工。

去年 6月，张金英夫妇领到了

3600元驴驹补贴和8500元分

红，零工收入达到8600元。

“我们探索出的‘政企农结

合养驴扶贫模式’是一种产业

式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

式。”秦玉峰介绍，该模式主要

由“标准化、规模化、基地化”

“政府+金融+龙头企业+合作

社+养殖户”“金融杠杆+新型经

营主体”三大主要模式类型构

成。东阿阿胶依照这一扶贫模

式在全国建立了20个毛驴药材

标准养殖示范基地，以及蒙东

辽西和聊城两个百万头毛驴养

殖基地。

在上游，东阿阿胶与地、县、

乡政府及村庄配合，帮助进行养

驴场舍规划设计和建设；在中

游，提供毛驴良种、养殖技术、疫

病防治等各类服务；在下游，搞

好活驴销售服务，维护市场公平

交易，解除养驴户的购销难题。

近年来，东阿阿胶在毛驴产

业扶贫中还创新推出“金融租

赁”和“活体质押”“养驴保险”

“送驴留驹”等新模式。

本报讯 今年吉林省长

春将实施“春雁行动”，通过

“项目+资金”等方式和创

业指导、综合培训、岗位对

接等服务，持续加大创业扶

持力度，带动 7000 人返乡

创业。

据长春市就业局介绍，

全市今年还将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3.09亿元，对初创企业

者、创业孵化基地、扶持网

点、双创主题活动等给予资

金扶持，并扩大与银行和担

保公司等机构的合作范围，

对符合条件、不需要担保机

构提供担保的中小微企业进

行贷款贴息。

今年长春还计划建设创

业孵化基地20个，征集创业

项目1000个，培养选拔扶持

200名“草根创业带头人”，引

导扶持1万名创业者创业，带

动3.6万人就业。长春市还

将在一半乡镇建设农民工市

民化综合服务中心，为返乡

创业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

提供方便快捷的基本公共

服务，打造城乡互补、功能

齐备、服务完善的扶持体系

和对接平台。（薛钦峰）

本报讯 精准推进农村

电商网点覆盖、精准开展农

村电商公共服务、精准指导

贫困地区产品网销……安徽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是2018年实施电商扶贫

的重点工作，其中提出实现

全省 3000个贫困村电商服

务网点全覆盖。

据安徽省商务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自农村电商纳入

扶贫开发工作以来，该厅大

力实施电商扶贫，积极促进

贫困地区农村产品网络销

售，帮助贫困群众围绕电商

产业链实现就业增收。尤其

是2017年，安徽省实施农村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物流配

送中心、乡村服务网点（两中

心、一站点）“三个全覆盖”建

设，实现31个贫困县“两中

心、一站点”覆盖率100％，网

络销售额140亿元，同比增长

40％以上。安徽省累计培训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4万人

次，带动2.9万贫困人口电商

领域就业创业。

据了解，2018年，安徽省

商务厅将结合民生工程建

设，实现全省3000个贫困村

和行蓄洪区841个行政村电

商服务网点全覆盖。与此同

时，推动电商服务网点与就

业扶贫驿站、农村快递公共

服务点、信息进村入户益农

信息社等共建共享，加强生

活缴费、网络代购代销、快递

代收代发等生活服务，助力

贫困地区民生服务改善。

（姜 刚）

“老农民”来上班“农创客”忙订单 优质品牌卖上“天”
——浙江春耕现场小农户“角色之变”的背后

一头小毛驴 拉起大产业
——东阿阿胶产业扶贫惠及6万多贫困人口

吉林长春：“春雁行动”
将带动7000人返乡创业

安徽：今年实现贫困村
电商服务网点全覆盖

都市农业让农民都市农业让农民
成为成为““上上班族班族””

近年来，为了在保护历史

文化遗址的同时推进宜居环

境建设，陕西秦汉新城大力发

展都市农业，目前已落地张裕

瑞那酒庄、秦汉鲜花港等 20

余个都市农业项目。图为一

名女工在秦汉鲜花港的大棚

内查看花草长势。

新华社记者 邵 瑞 摄

□ 杨 静

初升的太阳穿过薄雾，照

在起伏的梯田上。李老玲牵着

马，拉着土豆种薯，走进田间。

这里是云南昆明东川红

土地。连日来，东川的农家

人在这片土地上，播种、浇

水、施肥，就像是在画板上，

进行新一轮的“创作”。

李老玲已经在这片红土

地上生活了57年。她所在的

红土地镇花沟村，乡亲们保

持着马拉犁、人播种的传统

耕作方式。

李老玲说，去年家里种

地收入超过3万元。今年家

里虽然就她一个劳动力，但

邻里乡亲来帮忙，已在10亩

多地里种了土豆。

“驾！”随着一声吆喝，马

儿迈开蹄子前行，犁划破了

红土地。李老玲与两位邻居

起身走向犁沟边，放土豆种

薯、撒农家肥。

一些游客来到土地旁，

观看农民耕种。

“秋天时候我来过，那时

的红土地就像打翻了的调色

板，大块大块的红、绿、黄和

白点交织。”来自广东的谢女

士说，“我一直很好奇，这么

美的图画怎么来的？”

她说，原来，没有刻意

“涂抹”，一切都是自然的。

东川区的红土是在高温

多雨下发育而成的，这种土壤

含铁、铝成分较多，有机质少，

酸性强，是云南最集中、最典

型、最具特色的红色土壤。

这几年，当地在保留传

统农耕文化的同时，挖掘红

土资源。红土地已成为这里

的热门旅游景点。2017年，

红 土 地 镇 旅 游 总 收 入

2898.4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5932元。

红土依然是当年的红土，

但村子不再是当年只求温饱的

村子。不少村民建起了客栈，

开起了农家乐，一些村民在务

农的同时兼职做起了导游。

“打马坎最适合看日出，

锦绣园适合下午去看。”村民

张朝荣说。这几天，他接待

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吃住都在家里，他还负责

全程陪同，讲解红土地的色

彩和农耕文化。

早上打马坎的光影柔

和，晨光穿透轻薄雾气，红土

地呈现梦幻色彩。而到下

午，锦绣园的光线明媚，清晰

可见的线条和大色块，或明

或暗、或红或绿的立体图案，

让红土地更加灵动。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世

代都是这么耕种的，也不会

因为游客多了改变耕作方

式。”张朝荣说，传统的农耕

文化，让红土地在每个季节

都能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观。

“春天的红土地，红绿是

主色调，充满生机和希望；秋天

的红土地，红黄相间，代表着丰

收。”红土地镇返乡创业青年

张穆说，他2015年从外地回到

镇里注册了影视宣传公司，拍

摄的微电影中大多涉及红土

地。“红土地上的色块、线条为

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

太阳西斜，红土地上铺

满金色的霞光。张穆说：“村

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以犁为笔，以种子为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