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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深读

全市在册家庭农场已有 5 家
由于缺乏配套政策，家庭农场的注册数量逐渐放缓

本报聊城 5 月 13 日讯 (记者 张
超) 近日，记者从聊城市工商局获悉，
现全市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已达 5 家，
经营类别从食品生产到种植养殖不
一，但由于缺乏配套政策，部分县市家
庭农场的注册数量在逐渐放缓。

8 日，莘县工商局注册局局长张宪
芳介绍，由于没有明确的注册流程和
配套政策，现在家庭农场的注册只能
参照事先考察的莱州模式：提交注册
者身份证，填写申请表格，提供住址以

及相关土地转让及租赁合同就可以申
请家庭农场。

据了解，近期咨询家庭农场相关
事宜的种粮大户逐渐增多，但由于没
有明确的配套政策，部分县市家庭农
场的注册数量在逐渐放缓。

目前，聊城已注册的 5 家家庭农场
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果蔬种植，种植
面积从几十至数百亩不等，设立方式
一栏显示为“个体工商户”，个体独资
企业均可注册家庭农场，宽泛的条件

刺激了不少种植能手和农产大户有意
注册，但多停留在观望阶段。

据悉，5 日，济南出台山东省首个
家庭农场发展意见，规划到“十二五”
末，济南市发展家庭农场 300 家，示范
性农场 100 家，但禁止城镇居民经营家
庭农场，该意见的下发对于其他地区
登记注册及规划发展有指导性意义。

9 日，记者从聊城市农业部门获
悉，截至目前，全市流转土地已达 65 . 38

万亩，这部分土地将有助于推动家庭

农场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全市现阶段
共有 396 个家庭农场雏形，土地所有者
大部分为种植大户，农场主以及合作
社之间，这部分人有着先天的注册和
发展潜力。

聊城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一
名负责人介绍，现在家庭农场还处在
探索阶段，省市各级有关部门也在积
极开展有关家庭农场的调研活动，相
信有关政策的出台将助于家庭农场的
发展。

莘县首个“家庭农场”试水期的探索与期盼

“最需要的是政策配套和支持”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超

2013 年中央
一号文件中首次
提出“家庭农场”
的概念，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近日，
记者走进莘县第
一家注册登记的
家庭农场——— 莘
县宁吉家庭农场，
探访其背后的土
地流转、经营模式
以及面临的困境。

 8 日，宁吉卫
在农场打理果苗。

家庭农场

亟需配套政策
作为今年全国两会上首次提

出的“家庭农场”，从提出之际就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作为
农产新模式被逐渐推至一个特殊
的位置。

随着我国发展农业现代化和
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如何
高效利用闲置土地，创新土地流转
新模式，形成土地集约化、规模化
经营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家庭农
场”成为顺势而生的新型产物。

目前，全市登记在册的 5 家
家庭农场分布在三个县和经济技
术开发区，已初现规模，但收益仍
需时日，在先行的农场主眼中，家
庭农场的成功注册是一种全新的
探索，更夹带着对未来的期盼。

采访中农场主宁吉卫告诉记
者，经过近四个月的土地流转协
商和购苗，已投入 110 万元，尽管
对于收益和销路满怀信心，但现
实的困境着实让他揪心不已：农
场仍需要源源不断的投入，但他
已经没有闲置资金了。融资或相
关扶持政策成为现在最迫切的需
求。

记者了解到，包括专业大户、
合作社及农场主在内的大规模土
地使用者在农产过程中，土地流
转与租金问题成为限制其发展的
要因。

近年来，大部分农村劳动
力流入城市，农村出现部分土
地闲置甚至荒芜现象，土地流
转使得此现象有望得到缓解，
对于大规模土地的集约管理，
产业化经营成为一种现实可行
的尝试与探索，但对于这部分
土地的产权上存在一定争议，
受现行土地所有权问题所限，
农户不具备土地的完全租赁和
抵押等权利，更重要的是，流转
土地的租用年限让部分农户的
小农意识凸显，形成限制土地
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目
标是达成土地的集约管理，达到农
民增产增收的可行效益，但由于现
行的农业社会服务化体系并不健
全，农产新模式的配套政策还存在
一定空白，以致带给试水期的这部
分农户较大压力，使得相关政策的
落实显得尤为重要。

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生产经营
及产业化发展道路上的新模式，
带给农户们一股新风，是探索，更
是创新，土地流转格局的新变化
为家庭农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
时，也让这部分先行者有了更为
迫切的要求，探索现实可行的发
展道路，将是政府与农户间亟待
携手解决的课题。

本报记者 张超

◎记者观察

土地流转>> 催生百亩集约苗木生产基地

连日的细雨让通往农场的
路泥泞难行，但农场主宁吉卫依
旧像往常一样，穿梭于每株苗木
之间，在他眼里，这片占地 140
多亩的“农场”，是自己的全部家
当。

8 日清晨，记者如约见到莘
县宁吉家庭农场的“创始人”宁
吉卫，刚刚结束考察的他 7 日夜
才赶回莘县老家。“走了一周，去

三门峡考察苹果去了。”宁吉卫
说。

农场紧贴着村级公路，远远
望去与两侧的基本农田没有两
样。142 亩土地被宁吉卫分割成
三部分，东侧为 20 亩小麦，南侧
为近 20 亩的法桐，主体预留的
100 多亩土地已种上了苹果树
苗，株距间的土高高隆起，土层
下的 13000 多方秸秆和地表的

苜蓿是宁吉卫用来改良土质的
方法。

宁吉卫告诉记者，最初构想
是经营一个规范化的果园，要解
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土地，流转成
了当时最大难题。全村近 1700
多户，外出务工的有两三百人，
近 3000 亩的耕地出现了部分土
地闲置。看准了机会，宁吉卫开
始挨家挨户谈土地流转，通过村

支书牵头，双方协商流转事宜，
几亩土地往往要经过数天的交
涉、谈判。

“关键是意识问题，村民固
守着田地，也不愿意外包。”这在
宁吉卫看来，成了制约土地流转
最为关键的因素。经过近四个月
的 辗 转 ，宁 吉 卫 终 于 签 订 了
142 . 6 亩的土地流转合同，租期
20 年，成了真正的农场主。

经营模式>> 打造高端果品订购之路

江苏、烟台、衡水，近两年时
间，宁吉卫来往于多个果品种植
基地，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种
植技术。7 日夜刚返回莘县的宁
吉卫，半年内已是第二次造访三
门峡二仙坡苹果种植园，在那
里，宁吉卫看到了发展之路。

由于栖霞、三门峡等地特殊
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层无形中
增加了苹果的矿物质含量，口感

较好，倍受市民喜爱。考虑到地
缘差异，宁吉卫一直在摸索着创
新与发展之路。“山区不利于机
械化操作，运输都是大问题，这
就是我们平原地区的优势，改良
土壤，精细化种植，我们的果子
质量不会比他们的差。”宁吉卫
很有信心。

农作物腐烂作用于土壤，增
加有机质含量，改良树形，通过

人工大批量疏花疏果催生精品
果实，成了宁吉卫未来 1-2 年内
持续的工作。

对于脚下的 100 亩苹果的
销路，宁吉卫信心满满，他告诉
记者，这是一项长期投资，通过
集约化的种植与管理，家庭农场
的优势将日益凸显，大部分的农
户长期以来形成了固有的小农
意识，单纯的以市场交换为目

的，而家庭农场的成立，将形成
以规模化、集约化及商品化的新
型生产经营模式，高质量的产品
也将销售对象从普通的市场、超
市转移到企事业单位的订购上。

在宁吉卫看来，家庭农场的
出现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带给自
身和农场职工可观的效益，也将
刺激更多的土地承包大户转移
视角。

发展之路>> 政策扶持成最迫切愿望

宁吉卫告诉记者，现在仅在
土地改良和苗木种植的初始阶
段已经花费 110 万元，其中自己
的 70 万元原始积蓄都已花光，还
有近 40 万元的债务，而对于现
阶段的农场，尽管已经有详细的
打算，甚至是对果品的质量及销
路都有了前瞻，但对于家庭农场
的未来发展仍是在摸索之中。

“随着果子的成熟，要建仓
库，明年要铺设深灌，还要架设
围栏。”一切都离不开资金投入，
现在的宁吉卫在农场邻近村里
租了一间砖房，农忙时就在这间
十几平米的房子起居，外部的条
件反而让宁吉卫对自己的这个
农场更添信心。

作为莘县第一个注册农场

主，宁吉卫有欢喜，但更多的是
期许。“我希望能尽快有相关政
策落实。”宁吉卫坦言，今年全国
两会上首次提出的家庭农场概
念让身边不少人都心动了，但多
数都是试探性的，亟待出台相关
政策，因为固有的小农意识阻滞
了一批有意愿申请的农户。

多年来，宁吉卫一直致力于

农业，搞养殖，卖饲料，始终没有
离开过土地，借着国家鼓励和支
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村合作社流转的大趋势，
火速注册了家庭农场。“这算摸
着石头过河，路是新的，模式是
新的，希望‘农场风’能够带给我
们一些福音。”这句话也成了宁
吉卫最为迫切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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