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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建深山花谷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5·12汶川地震灾区之一的四川省汶川县水磨镇借助旅游优势，建设仁吉喜目谷景区，打造花

海经济，以点带面，助推脱贫攻坚。据统计，2017年仁吉喜目谷景区接待游客31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3500万元人民币。图为游客在汶川县水磨镇仁吉喜目谷景区游览。 毛建军 摄

□ 席 敏 邵 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

人才瓶颈制约。在山东茌平、

寿光、滕州、邹平等地，一群年

轻农民忙碌在大棚、麦地、果园

间，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外出求

学、打工、创业多年又回到农村

的职业农民。带着新的理念和

技术，年轻的他们从父辈手中

接过宝贵的土地。

新农人：田间涌现
更多年轻人身影

山东是我国农业大省，各

项农业经济指标均位居全国前

列。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进程

中，一些农村地区曾出现年轻

人流失严重、青壮年劳动力缺

乏的现象。随着山东农村环境

日益改善，农业发展前景越来

越清晰，一些年轻人开始返回

熟悉的乡村。

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曾以

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大批年

轻人外出务工。如今，这里的

大棚蔬菜喷红吐绿，一群80后、

90后农民忙着摘下蔬菜，送往

村里的交易市场。

今年28岁的任再勇曾在威

海一家水产加工企业上班，年

收入5万多元。2016年，看到

村里大棚蔬菜搞得风生水起，

他也回到耿店村建起3个大棚，

去年纯挣15万元。他说：“种大

棚收益不比上班差，还能就近

照顾家人。”

在耿店村，和任再勇一样

返乡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该村

党支部委员耿传喜最近做了统

计，近两年来村里在外打工的

200多人已陆续回村从事大棚

蔬菜种植和销售。

新华社记者在邹平县九户

镇见到宋学东时，他正准备动身

去北京和客户对接今年的小麦

订单。今年35岁的他看起来信

心满满，近两年他从邹平县等6

个县区流转17万亩地种小麦，

去年卖价比市场价高出10％。

父辈都是农民的宋学东

2006年从一所高校本科毕业

后，曾在上海一家公司做软件

开发，后来创办了一家游戏公

司。在外闯荡10年后，他毅然

回到邹平老家，利用广泛的人

脉，带回来上亿元投资，还与国

内大型面点加工企业签下长期

订单合同。

在蔬菜之乡寿光市，27岁

的孟德隆两年前从一家工厂辞

职返回纪台镇农村老家，他和

父亲从村里流转了40亩地后，

种了14个葡萄生产大棚，3个

试验大棚，去年葡萄平均亩产

超过8000斤。父子俩一起培

育出近10个葡萄新品种，葡萄

苗远销青海、安徽等地。

“现在的农村环境和农业

发展条件与过去大不一样，不

仅能从农业种植中尝到收入的

甜头，而且越来越有奔头。”孟

德隆说。

新腾飞：给农业插上
科技的翅膀

科技是培育乡村发展新动

能的重要因素。行走在山东各

地农村，会发现，一些年轻的新

农人带来一些父辈从未有过的

新气象。过去“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科

技带动下悄然发生改变。

今年27岁的曲建强是山东

诚丰农化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

“老机长”，最近几天正忙着用

无人机给农田喷药，才3天时

间，就已经作业5000多亩。他

说，和过去父辈背着手动喷雾

器打药不同，他可以同时用3架

无人机喷药，既轻松又高效。

在滕州市羊庄镇，80后刘

超将大数据引入了自己公司承

包的 2000 亩樱桃地管理中。

他记录每天的浇水量、温度、光

照等信息，运用大数据分析最

适宜樱桃生长的指标来指导生

产。看到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他与国内大型电商企业、超市

签下了长期合作合同，原来5元

1斤的樱桃，现在能卖到几十元

1斤。

农村有了先进的科技管理

手段，农业生产也变得越来越

智能。在滕州正德康城蔬菜合

作社，通过物联网传感技术，技

术人员随时可以监控到草莓地

里的氮磷钾浓度和水分含量。

“有了这套系统，地干了能自动

浇水，缺肥了能自动施肥，大大

降低了人工成本。”合作社理事

长李国说。

年轻人源于田间地头的科

技研发为农业种植前景增色不

少。在邹平县长山镇，35岁的

杜青经营的蘑菇大棚里，乳白

色的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蘑

菇已破土而出。从南开大学毕

业后，杜青和多家农业高校院

所对接，不断培育新的蘑菇品

种，不仅将菌棒出口到国外，还

带动周边十几个农户种植蘑

菇，一年可增收4万余元。

邹平县农业局副局长卢玮

说，职业农民带来先进的经营理

念和科技元素，促进了当地农业

转型升级。在他们带动下，农业

生产方式更先进了，正由粗放式

向精种精管转变。

新征程：在产业融合
中推动乡村振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化最早发源

地，山东提出打造农业产业化

升级版，推动农业在更多领域

走在全国前列。

为打造一支符合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需要的职业农

民队伍，山东省制定了 2016

年~2020 年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方案，以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

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为骨干，培育 50 万新

型职业农民。

在山东各地针对职业农民

培训的创业孵化中心、“田间课

堂”等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

职业农民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寿光市，大学生孵化创

业平台孵化培育的92家企业中

绝大多数是与农业相关的企

业。寿光市人社局副局长李

益全说，这些新农人通过培

训，能与资金、技术紧密对接，

掌握农业特点和把准市场需

求，能更好地用市场理念带动

农业生产。

通过政府引导和系统化培

训，返乡年轻人不局限于田间

地头的简单收获，他们还用先

进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六产”

发展。

枣庄云岭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振华带着20多个

80后、90后，正在滕州市北部

的山脚下平整土地、搭建暖棚，

为现代农业生产打基础。他

说，现在农业生产并不仅仅是

满足口粮等物质上的需求，依

托农业可延伸出民宿、休闲娱

乐、文化、科普教育等多种业务

形态。

今年，宋学东计划将17万

亩小麦地逐渐全部采用订单生

产模式，并将公司转型成可为

其他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提供

良种培育、采购、烘干和仓储等

一体化服务的公司，既发展壮

大自己的企业，也带动周边农

户增产增收。他说：“未来的农

业还有很多潜力可挖。只要掌

握技术，理性面对市场，投身乡

村振兴就有奔头、有干头、有

甜头。”

□ 靳 赫 曹江涛

2017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

的上午，37岁的黎伟在自己流转

的农田旁亲手栽下一排柳树苗，

给每棵树填上最后一锨土时，他

都会摩挲着树干，低声呢喃：“兄

弟，争口气，一定要活下来。”

这话他是对树苗说的，也

是对自己说的。在事业最顶峰

时期，他抱着对农村的一腔情

怀回乡创业，却很快花光了所

有积蓄，还欠下一些外债，以至

于种树、搬石头这种活都得自

己来，面对周围诸多人的不理

解，黎伟只希望亲手栽下的树

苗能懂他。

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京星

农牧场，黎伟是个名人，从南开

大学毕业后闯荡过天津港，后回

到银川创业12年，创办的网络

公司年净利润达60多万元，然

而2016年初他决定转让公司，

回到生他养他的京星农牧场。

“我从骨子里喜欢田园生

活，也一直有个梦想，让乡村环

境更美，让乡亲们生活更好，于

是返乡后经营起农村淘宝服务

站，又发起了生态共享农场项

目。”黎伟说。

怕家人一时难以接受，起

初，黎伟是瞒着他们回乡创业

的，没想到淘宝服务站经营得风

生水起，引来众多媒体关注。妻

子在电视上看到黎伟的报道后，

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脸会晒得乌

黑，又为什么长期回不了家。

2016年 5月，黎伟发起的

生态共享农场项目启动，在他

的设想中，不但要把土地集中

经营，还要联合至少300家企

业、几百个家庭共建、共享美丽

农场，并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发

展乡村旅游、休闲、住宿、农村

电商等产业。但由于概念超

前，一开始响应者寥寥，而项目

规模浩大，仅初期的农田、水系

面积就达700多亩，资金像流

水一样往项目里砸，却迟迟见

不到收益，到2017年，黎伟不

得不借高利贷来完成项目和支

付工人工资。

“妻子三番五次劝我回城

老老实实找个工作，我觉得她

不懂我的想法，两人常常聊着

聊着就吵起来，有几次差点离

婚。周边也不乏看笑话的人，

有人甚至直说我脑子有病，尽

做没有意义的事。”黎伟两手一

摊，笑着说，“真是内外交困。”

最艰难的时刻，黎伟住在

农场旁的彩钢房里，晚上睡躺

椅，白天搬石头、栽树、种草，满

脸胡子，浑身泥土。父母和岳

父岳母看他实在太可怜，前来

帮他搭草棚、修路、种菜。不少

村民也被黎伟的精神打动，主

动过来帮忙。

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时，

京星农场4队村民果来义正开

着拖拉机帮黎伟整地，不收分

文。“我喜欢小伙子身上的闯

劲，他人也实诚，这几年总通过

电商帮乡亲们卖农产品，我干

这点活算个啥？”果来义说。

随着农场渐渐有了效益，这

种经营模式被越来越多人看好，

80多家企业参与到项目中来，

另有180家企业有加入意向，项

目还吸引到一笔5000万元的投

资。前些日子，投资企业带来

1000多名企业家前来考察参

观，这阵势让村民们惊讶不已。

黎伟还和旅行社完成了对接，自

5月中旬起，预计每天会有200

多名外地旅客前来旅游、吃住。

在黎伟号召下，周边100多户村

民开始将房屋改造成民宿，以接

待即将到来的客人。

黄河水温柔地从田地旁流

过，湛蓝的天空映衬着大地，不

远处黎伟种下的垂柳和各种果

树已吐出绿芽，随风轻轻摇

摆。看着越来越美的农场，站

在田埂上的黎伟笑了。“现在我

走过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

石头，都觉得它们在跟我打招

呼；我还觉得自己一直是个20

多岁的小伙子，浑身有使不完

的劲儿，奇妙极了，可能这就是

奋斗的幸福感吧。”黎伟说。

□ 南 都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

市谋生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

返乡就业、创业构成一场逆向

运动。据人社部测算，目前农

民 工 返 乡 创 业 人 数 接 近 500

万。500万农民返乡就业、创业

的情况如何，引发关注。

高达 500 万的农民工返乡

创业，更宜放到乡村振兴的背

景中去考察和探讨。

今年2月4日出台的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三步走”的时间表，提出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丽家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一个共识是需要动员社会各界的

力量。但毫无疑问，乡村振兴中

农民的主体地位无法动摇，农民

也必然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时移势易，乡村振兴背景

下的农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单纯满足于把自家的一亩三分

地种好，于是“新型职业农民”

的概念在这里脱颖而出。

和自给自足、仅满足于自

身生活条件改善的传统农民不

同，新型职业农民应该善于利

用新技术、新方法，并遵循市场

需求使农产品成功商品化，从

而实现自身经济增收，同时在

特定区域还需要具备带动作

用，可以推动产业的进步。

按照这个标准，对一个新

型职业农民来说，是否具备基

本的互联网知识，有无一定的

学习、经营和新技术应用能力，

是最基础的要件。实际上，在

2017年1月出台的《“十三五”全

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

划》中，农业主管部门正是以此

为标准，提出了通过培训培育，

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的目标。

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返

乡创业农民工的加入可让这种

培训培育事半功倍。因为就一

般情况而言，进城务工多年的农

民都具有头脑灵活、市场意识

强、对新技术相当敏感的特点。

要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这样

一个群体正是最佳对象。

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有关部

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可

谓不谋而合。因此，他们返乡创

业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也就格

外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据媒体调查，在农民工返

乡创业过程中，“融资不易”“抗

风险能力弱”是最大的困难。

要解决这些困难，从宏观的角

度看，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改

革不可或缺。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

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

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

入格局”，但如何实现金融向农

村倾斜，尚需进一步的措施。

而从微观的角度，基层地方

政府的工作或需要细化。当前各

地围绕乡村振兴提出了很多计划

和方案，纸上的方案怎样和农民

的具体需求衔接是一个现实的问

题。返乡创业者向媒体反映政府

对创业有激励政策但自己却很难

享受，为了领到补贴，创业者往

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考虑到

类似呼声，地方政府为返乡创业

者建立档案，以便及时掌握他们

的情况，了解其困难和需求，或

许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措施。

让更多返乡创业者成功，

这样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有了

更多的标本。

本报讯 2017年，河南省

农民工工作和返乡创业工作取

得丰硕成果。其中，农村劳动

力转移规模2939万人，居全国

第一位。

据了解，2017年，河南省为

农民工和用人单位搭建对接平

台，提供就业创业服务120多万

人次。全年累计转移农村劳动

力就业2939万人，居全国第一

位，其中河南省内转移1762万

人，省外输出1177万人。全省

135.8万名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

就业101.1万人，其中43.4万人

通过就业实现脱贫。

为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积极性，河南省评审认定了20个

省级示范县、28个省级示范园

区、50个省级示范项目和30个

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分别给

予200万元、50万元、15万元、

10万元的奖补资金，成功申报鹿

邑县等21个县(市)成为国家级结

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县。

此外，为保护农民工的劳

动权益，河南省政府成立了省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

小组，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纳入各级政府考核评价指

标体系。2017年，全省共办理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7783件，

为13.76万名农民工追讨工资报

酬8.55亿元，欠薪案件、涉及农

民工人数和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31%、8%和32%。全省法律援

助机构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

件2.7万件，为2.9万名农民工

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利益5.9

亿元。

截至2017年年底，包括农

民工在内，河南省企业劳动合

同签订率为96.8%。2017年河

南省内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122.48万人、医疗保险

34.59万人、工伤保险199.53万

人、失业保险59.01万人。

（逯彦萃 孙琦英）

本报讯 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本级财政按以奖代补方

式，下达2018年农民工工作奖

补资金1.97亿元，全力支持农

民工创业就业。此次资金分配

以各市县2017年度农民工创

业就业工作绩效为分配依据，

严格按照“各市县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农民工创业人数、农

民工创业园项目建设成效、开

展农民工培训情况以及农民工

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使用进度”

等5项因素进行分配。

此次下达的农民工工作奖

补资金，广西规定，各地要优先

用于落实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

相关政策，确保兑现农民工创业

补贴及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补

贴，仍有剩余的，再依次用于支

持培育全国知名劳务品牌建设、

组织开展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招聘会、农

民工技能大赛等促进农民工创

业就业相关工作，同时支持本地区

农民工创业园区建设、本地区农民

工创业就业工作等。（周红梅）

让返乡创业者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标本

奋 斗 的 感 觉 最 幸 福
——记在农村创业寻梦的80后青年

希 望 田 野 上 的 职 业 农 民

河南农民工返乡创业成果丰硕

广西以奖代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

在山东茌平、寿光、滕州、邹平等地，一群年轻农民忙碌在大棚、麦地、果园间，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外出求学、打工、创业多年又回到农村的职业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