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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真

□ 全睿娴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国计民

生。今年是党中央第17年连续发布

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

件”，进一步突出“三农”的“重中之

中”地位。而自2018年起，我国把每

年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旨

在调动亿万农民劳动积极性和创造

性，提升农民的幸福指数。毋庸置

疑，我国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

战略决策，是改写历史、影响未来、

深得民心民意的。

基于“以问题为导向”，我们联合

多方力量及大数据支撑，对多个省份

种植业、部分规模型种植基地及个体

种植户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传统种植

业面临投入产出不平衡、不稳定，因自

然灾害引起的减产甚至绝产不易得到

保障，种植产品在市场流通环节不畅

通或价格低迷，以及种植户相关补贴

落实不透明、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

题关系到百姓种地的积极性及切身利

益，尤需重视并妥善解决，让百姓“有

地种、爱种地、种有所获”，让中国的耕

地、中国的种植业在新时代发挥更好

的民生保障作用。

探析传统种植方式新挑战

自古以来，种地是农民的天职，几

千年来从未改变过，“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就是最形象的描述。几十年前，

农民种好几亩责任田，就能解决一家

老小的温饱问题。然而随着社会发

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宁愿背井离乡外

出务工，也不愿意在家种地，原因很简

单，传统粮食种植收益已满足不了家

庭的正常生活开销。

究其原因，物价上涨是一个重要方

面。近些年来，很多物品价格加倍地上

涨，而粮食价格却一直比较平稳。

去年年初，山西省高平市相关政

协常委、政协委员等，通过实地调查、

走访，向社会发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

性的几点建议”。他们发现，农户普遍

反映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尤其是取消

粮食最低保护价后，农民收入没有保

障，常常“丰产不丰收”。以山西省高

平市石末乡为例：石末乡作为粮食生

产功能区中的玉米主产区，人均土地

1.7亩，近年来玉米种植保持在28,000

亩左右，占全乡总耕地面积的85%，平

均亩产1200斤，亩均毛收入为1200

斤×0.95元（当前市场价）=1140元，

每亩耕地地力补贴为67元，亩均成本

为200元（化肥）+80元（秸秆耕地）+

20（打药）= 300 元，亩均净利润：

1140元+67元-300元=907元，人均

种地收入为 907 元×1.7 亩=1541.9

元。这样算下来，人均种地收入还不

如在外打工一个月的工资高。

另据调查发现农业发展保障不足

是客观现实，还以高平市石末乡为例，

2018年除耕地地力每亩补贴67元、玉

米保险每亩补贴21.42元（非普惠性）、

机耕10元~100元（非普惠性）外，几

乎无任何补贴。另外，商业保险缴费

过高、信贷审批难等因素，挫伤了农民

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

生活在冀东农村的一个农民老

许，聊到另一个现实，“种地划不划算

先不说，最主要是俺们这里能种的土

地有限，每家差不多都是三四亩地，解

决吃饭没问题，但家里开销必须得靠

打工去挣。”

的确，许多农民都是散户耕种，无

法规模化作业和经营，种地压力可想

而知。

不少地方的农民朋友，对种地是“靠

天吃饭”感受最深。辛辛苦苦地耕种、施

肥、灌溉、除草等，可一旦遇到旱涝等自

然灾害，一切劳动可能都白搭了。

农民种地产值低，还在于对市场

信息了解的闭塞。市场经济下的农业

已呈多元化趋势。除传统粮食种植

外，农民还可以发展鸡鸭鹅、猪牛羊、

苹果梨桃、中药材、大棚蔬菜等种植养

殖经济体。然而不少农民对市场基本

的供求关系不够了解，即使了解，仍然

存在不懂技术、管理等，另外，一些农

民受传统思想束缚，只做“老把式”，不

想“新花样”。

为了扶持农业，减轻农民种地负

担，国家每年都会发放众多的惠农补

贴。随着政策的不断改革，农业补贴多

倾向于农业大户，小农户能领到手的，

其实非常有限。要是再有不法村干部

的干预，农民甚至连补贴都见不到。

笔者经过多方走访询问感受到，

“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

“90后”不谈种地是现实。在村里留

守种地的，多数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农

民，他们或者是为了照顾孙辈，或者是

为了照顾老父母，通常没有太多可选

择的余地。

全国人大代表梁建勇表示，“谁来种

地，如何种好地”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问

题。要让农民有尊严、有舞台、有技能、

有保障。他认为，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上得要“四有”：促进主体年轻化，让农

民有尊严；促进经营规模化，让农民有

舞台;促进技能现代化，让农民有施展

空间；促进保险社会化，让职业农民有

保障。

建立健全种植户劳动保障体系

近年来，我国对“谁来种地”、加快

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一系列重

大决策和部署，千方百计抓好“三农”

问题的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

置制度，并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

并长久不变，这像给农民朋友吃了一

颗“定心丸”，让亿万农民朋友可以放

心种地了。

2017年 1月农业部编制发布的

《“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

展规划》，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

经营能力。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

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总量

超过2000万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作覆盖所有的农业县市区。这样一

来，将实现务农农民职业化程度明显

提高，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总体文化素

质、技能水平和经营能力显著改善，农

业职业培训普遍开展，线上线下培训

融合发展。

笔者认为，推动农民由身份向职

业转变，逐步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广大

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

现代化成果，同时吸引一批农民工、中

高等院校毕业生、科技人员等到农村

创新创业，带动资金、技术、管理等要

素流向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这非

常有利于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一种“造

血”之举，解决了农民技术、管理等方

面的“短板”，焕发农民对土种的归属

感、成就感。此外，提倡土地入股，农

民可以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等组织运

营，然后收取分红等，也是解决问题不

错的选择。

随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

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扶贫资金投入

不断增加,但一些贪腐“黑手”却伸

向了贫困户的“救命钱”“活命钱”，

这尤为值得重点处理。因为在国家

发放补贴和贫困补助资金的过程

中，涉及的环节和人员较多，容易产

生腐败，可能随便某个环节卡一下，

农民少得钱或见不着钱，切身利益

得不到保障。

因此，涉及“三农”问题，不论是腐

败贪污，还是骗取或套取扶贫资金、粮

食补贴之类的，都必须严肃处理，还农

民一个公道。

笔者通过学习研究看到，自2016

年以来，中央“三农”文件中支持“保

险+期货”的模式，随着近几年的试点

推进，“保险+期货”为管理市场风险、

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

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我

国金融市场探索推出的支持“三农”发

展和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

新模式。

农产品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波

动明显，价高伤民，价贱伤农，难卖

和滞销也屡屡见诸报端。“保险+期

货”项目的实施，让种植尤其是特色

种植的收入有了保障，在自然灾害多

发和市场价格不好的年份，通过赔付

等方式，有力地保证了这些农民的收

入不降低。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

的持续实施，也改变了当地相关部门

和机构的支农、惠农习惯，引进了高

效、有力的扶贫助农新理念、新模

式；同时，还吸引了资本市场的关

注，引导多元化资金共同关注农业

产业的发展。

实现保障有力，还要有效解决扩

大险种范围，扩大应用领域，调动商

业保险机构积极性等现实问题，比

如把灾害保险、价格保险、收入保险

等险种做实做细，把传统种植、特色

种植统筹起来考虑，对农民以多方

位的保障。

农业的发展还需要依靠科技的力

量，通过“互联网+农业”的方式，可以

使农业科技、金融和信息更加便捷、高

效地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因此

建议鼓励建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农业

服务综合共享平台，加快推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缓控释肥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万连步认为，通

过上游聚资源，中游建网络，下游做服

务的经营模式，可以扩展农业服务外

延，为农民提供土地托管、土壤修复、

全程作物营养解决、农技培训指导、产

品销售、农业金融等“一揽子”全程服

务。既解决了农户不愿种地、种不好

地的问题，还实现了农业规模化、标准

化、绿色化种植，降低农产品成本和提

升质量竞争优势，解决了农产品销售

难的问题。

总之，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

社会安。农民的种植劳动收益是增加

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

方式和途径。我们建议国家进一步建

立健全农民种植劳动收益权保障的法

律法规,加强农业保险制度、农业订单

制度、市场信息制度等方面研究，画出

一幅幅美好的“田园风情图”“粮食丰

产图”，让农民种植有收获、可持续，跟

得上新时代的发展节奏。

（作者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地球运行规律与

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夯实劳动保障体系 给传统种植业更多“获得感”
——关于传统种植业的劳动价值与体系保障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写在前面 古人言：“洪范八政，食为政

首”。粮食保障、粮食安全，对我国这个拥有近

14亿人口的国度来说尤显重要：中国用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中国虽是

农业大国，每年仍需大量进口粮食；随着城镇

化 推 进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土 地 摞 荒 ”“ 空 心

村”……基于这些现状和问题，本文选择从传

统种植业的劳动价值、市场流通、体系保障等

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突出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以期社会各界进一步重视广大种植户劳

动收益权，更好地用好用活土地资源，为粮食

安全保障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献计献力。

□ 王林强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意思是有什么样的付出

就有什么样的收获。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农民在种地

上投入产出失衡，从而导致“宁可土地撂荒，也要打工他

乡”。唤醒农民对土地的归属感，让土地成为农民的“摇钱

树”“聚宝盒”，倍加珍惜土地资源和劳动价值，需要上下联

动，多点发力。

从现实环境看，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着力

抓好农业生产，14亿中国人的饭碗，中国有能力也务必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并着重强调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这个基本国策。另外，近年来我国也在不断

制订并施行惠农新政，努力营造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有尊严

的生活，让种植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决心不可谓不强，力度不可谓不大，成效不可谓

不明显。

珍惜土地资源和劳动价值，基层组织和种植个体，是关

系成败的环节。这既需要基层乡镇及各种合作社层面，敢于

担当，主动作为，用足用活国家政策，依靠集约化种植、规模

种植、特色种植等，盘活土地资源，调动农民积极性，还需要

农民相信并依靠党的政策，依靠科学有力的组织方式、生产

方式、流通方式等“点土成金”，真正达到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尽管彻底解决“土地撂荒”“空心村”等“三农”问题，并非

一朝一夕之功。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是无穷的，

全国许多地方在“三农”问题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断涌现可

供借鉴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走活了农村广袤田地使用“新棋谱”。

我们相信，在深化改革的东风里，农民依靠家门口土地

就能活得起、活得好，不用背井离乡讨生活；神州大地每一

分土地都能披绿添彩，欣欣向荣，就必然能够撑起乡村振兴

的坚强脊梁，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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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玉田县：科技特派员成为企业创新“新引擎”
本报讯 “特派员解决了我们企

业项目申报上的挠头事”“像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这样比较专业的事，有了行

家手把手指导，进度明显快了”……这

是7月初，河北省玉田县一些企业对

科技特派员工作成效的反馈。玉田县

实施科技特派员做法，被唐山市委市

政府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创新，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玉田县自2007年 8月

起推行基层科技特派员工作，制订出

台《关于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

意见》，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一点带多面，覆盖全县域”的科技服

务新格局。他们选聘的30名科技特

派员，有的是来自当地乡镇、企业和

科研院所优秀科技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才，还有的是来自河北省科学院、

河北省企业技术开发工作研究会等

专家教授。

为确保科技特派员“能干事、真干

事、干好事”，该县成立了科技特派员

领导小组，通过加强考核指导、动态管

理和奖励激励，充分调动他们干事兴

业热情。

科技特派员服务供给，为企业创

新带来“新引擎”。截至目前，玉田县

高新技术企业达100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658家，省级科技创新研发平

台达31家，增添了深化改革、科技强

县成色。 （张立志 王林强）

《乌墩的夏天》即将开拍 网红大赛同步举行本报讯 近期，由国内著名导演

谢军作为总导演的电影《乌墩的夏天》

进入筹拍阶段，与电影相关联的环球

电影网红大赛也进入启动程序。

据了解，电影《乌墩的夏天》已获

得我国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和浙江省电

影局备案，该剧以闻名于世的互联网

特色小镇为背景，反映了一群年轻人

的“江南水乡”之旅，因T台秀和网站

引发的爱情故事，画面浪漫唯美，叙

事饱含现代主义风格，映照出时代变

迁中年轻一代对爱情和事业的认知和

态度。

伴随着《乌墩的夏天》的开拍，呼应

电影内容的环球电影网红大赛也将随之

开幕，其中设置的网红带货大赛，目的

在于从全国海选一批网红参与电影拍

摄，以培养扶持一批新生代影视明星。

据谢军介绍，6月底，谢军代表浦

蓝（上海）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中

龄普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共

同举办环球电影网红大赛。

谢军曾执导的电影作品《果果的

秋天》单项入围柏林电影节，《颍河岸

畔的春天》荣获第九届美国圣地亚哥

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故事片大奖等。

（徐国信）

传承中医药文化 发展美丽健康产业
本报讯 近年来，北京圣草庐生

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着力传承中医药

文化，并结合现代科技发展美丽健康

产业，在科研、生产、服务、培训、加盟、

直营、合作等方面形成综合实力和市

场影响力。

据了解，该公司董事长杜晓生出生

于中医世家，他十几年坚持自主创新的

同时，联合多方科研力量，研发出三圣

草护发固发营养液、焕颜修护套装、中

草药配方面膜、中草药配方眼膜等护

发、养发、生发液系列产品。另据悉，该

公司建有培训基地、生产加工基地、药

材种植基地，从而确保服务质量和产品

质量。特别是药材种植基地选择在赣

西中部明月山，那里气候温暖、光照充

足、雨量充沛，具有未被农药化肥污染

的原生态土壤和天然植物种子，是药材

培植的“天然王国”。杜晓生研发三圣

草产品的初心在于立足从本草植物中

萃取，让肌肤吸收到植物的纯净能量，

感受一份最原始的清新舒适。

目前，该公司不断创新产业发展

模式，逐步拓宽合作加盟、电商平台、

直播带货等渠道，努力让特色产品扮

靓大众自然健康之美，助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徐国信）

全睿娴（右）参加2019北京·世界经济与环境大会，与毛里求斯共和国前总统、著名科学

家阿梅娜·古里布—法吉姆会晤。 王 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