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半月就到烤烟季，看着今年大
丰收的黄烟，王汝礼兴奋不已。

王汝礼如今种着1000多亩黄烟、口
粮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场经理。而就
在2008年之前，王汝礼从事物流运输12

年，家里养着6辆大车，还没有踏足黄烟
种植这一块。

一次偶然机会，当地烟草公司的一
名负责人找到他，提出可以投资种植黄
烟，“以土地流转的方式，社区里帮忙协
调，从附近的村民手里流转一片地，规模
化地种植黄烟”，王汝礼说，第一年，他就
流转到200亩地。

王汝礼发现，这比他搞运输能赚到
更多的钱，虽然开始过程中并没有那么
容易。

“最主要的是资金的问题，流转地的
钱，买机械的钱，第一年的投入有些大。”
王汝礼说，他把搞运输时积累的资金投
到黄烟种植上，2009年4月份，他干脆卖
掉大车，把精力全部投到黄烟种植上。

在王汝礼踏足黄烟种植时，已经得
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这种种植
方式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只是被称
为“规模化种植”，一切都还很模糊。

王汝礼的黄烟农场，以当时所在的
村庄命名，叫“闫家庄农场”。

尝到甜头的王汝礼继续拓展自己的
黄烟种植，最初的200亩变成400亩，400亩
变成600亩，直到如今的1100多亩。他的黄
烟农场跨着贾悦东、闫家庄、吴家庄等多
个村庄。

2013年，诸城市下发家庭农场相关
文件以后，王汝礼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工
商注册烟叶种植家庭农场，并命名为“诸
城市丰盛烟叶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王
汝礼总揽管理大权，“媳妇管财务，从附
近几个村雇了三个种烟好手，负责技
术。”而田间的耕作，也从原来的人工交
给大型机械。

“这就是规模化生产的优势”。王汝
礼说，从黄烟育苗到移栽到最终的烘烤，
整个过程依靠机械化运作，这是散户经
营所做不到的，因此能够获得最大的经
济效益。

王汝礼迈开第一步，就没打算再停
止。对自己，他的评价是，他是农民中最
典型的商人。

“我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赚的钱少
也不行”，王汝礼笑着说。

家庭农场的确立，让王汝礼感到自
己所做的事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家庭
农场有很多好处，光是每年的补贴都是
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作为家庭农场的
法人，就能够以法人单位进行贷款，贷款
还有优惠。”

王王汝汝礼礼：：

农民中典型的商人

从农民到经理，不只是名字和身份的变化，

更是农业经营方式的一次变革

农场主“转正”

在推行家庭农场之前，诸城市许多农村里，

已经有不少农民通过流转土地的方式，探索着规

模化种植、养殖方式，虽然，当时还并没有家庭农

场的提法。

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和诸城当地政府的扶

持政策，给这些试水的农人带来惊喜，他们从一

个没有“名分”的农场主，变为有证的农场经理。

冯家庄的宋海元，是诸城市远近闻名的
种粮大户。他的名字，从1996年买下一片60亩
的低洼地开始，为人们所熟知。

1996年，宋海元包下一块没人要的60亩
的低洼地，“这块地是在几个村的分界线上，
是个洼地，种不了粮食。”

包下这块地后，宋海元便种上了小麦，
“基本上都淹死了。”后来，他又种上玉米，雨
水又灌倒了地里，玉米也死了。

他这才发现，这块60亩的地，真的是一块
硬骨头，并不好啃。而当初将地承包给宋海元
的村委，又不愿意退还。宋海元决定，用自己
的方式解决。

他开始改造这片地，自己投资在周围挖
沟，疏通雨水，在高的地方种粮食，低的地方
种树，以“树粮间作”的方式，解决低洼地的内
涝问题。

这片地终于给他带来了回头钱，每亩地
能收获小麦400斤，玉米一亩700斤。宋海元解
决了这块地的难题。

谈起这段过程，宋海元说，当时一切都要
依靠自己，没有任何的政策扶持。但是，这并
不是宋海元最后一次“犯傻”。

2009年，宋海元又包下另外一块更大的
低洼地。这一次，他包下的土地面积是400亩。

包下这块地，宋海元从事的是黄烟和粮
食种植。这一次他吸取上次的教训，从一开始
就对土地进行改造。

家庭农场的概念提出后，宋海元以“诸城
宋海元粮食家庭农场”的名字注册了自己的
家庭农场。

宋海元从种植大户变成了农场经理。他
的农场，面积1000多亩，覆盖贾悦镇、枳沟镇、
舜王街道、石桥子镇四个乡镇。

在拓展农场的过程中，宋海元也感受到
不小的阻力，“社区里有专门的土地流转服务
中心，他们负责与村民进行沟通，制定好统一
价格，我省了很多心”，宋海元说，在土地流转
过程中，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

“即使你跟几个人熟，能把地要过来，但
是总有一些人，你不认识也打不上交道。只有
成片承包，才能用机械，所以就得需要政府出
面。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难的。”宋海元说，家
庭农场的推行，他实实在在是受益人。

领到营业执照的宋海元，成了农场经理，
他现在要干的事情更多，从签合同，到谈业
务，他的工作也从单纯的农民，渗入更多的

“经理”成分。
但是，宋海元也有所担忧，“虽然政策有

了，但是，现在每年打下来的粮食没有地方
囤，打完就得卖出去。”宋海元说，晒粮和囤粮
的地方非常有限，是他目前想要解决的事情，
这又需要政府的帮助。

宋宋海海元元：：

从从农农民民变变成成““经经理理””

丁强是舜王街道丁家庄村的养羊大户。
2013年4月17日，丁强正式申请注册诸城市丁强
肉羊养殖家庭农场。

2005年，丁强在原有一个鸡场的基础上，建
起一个两亩的养牛场，“最开始只有18头牛。”
三年以后，丁强通过市场考察发现，养羊更加
利于管理，投资的回报率低，患病率也低。

于是，丁强决定转养牛为养羊。为了解决
资金问题，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关系，向亲戚、朋
友借钱，“没有政策支持。投资很大，风险也很
大。”

另外，在与村民沟通流转土地时，为打消
一些人的疑虑，他一次性付清了20年的承包费
用，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创业最初，丁强一个人顶住了所有压力。
7月17日，记者来到了丁强的养羊场。场里

养殖的是小尾寒羊，几名工人正在作业，已经
初具规模。“现在养着2100来只”，丁强说，他的
养羊场，一般养羊的数量都在2000—3000只左
右。

但是，丁强并不满意。他说自己现有的土
地面积和养羊能力，只用到1/4，他可以同时养
8000只，“但是缺钱”。

丁强的养羊场有一台花费十几万元购置
的打捆机，“这台机器每年打的秸秆，可以解决
8000只羊的饲料。”丁强说，因为资金短缺，而银
行又不肯贷给他更多的钱。资源根本无法充分
利用，这让他觉得浪费。

在贷款的过程中丁强发现，虽然他已经取
得工商注册的登记，但是在一些银行还是“不
好用”。“他们觉得我这也就是一家养殖场。土
地是流转过来的，不能作为抵押使用，而活羊
抵押不稳定，也难以作为抵押”。丁强最终从银
行拿到的贷款，有些杯水车薪。

丁强觉得不公平，“我现在的养羊场，每年
所得的利润，赶得上一家企业。银行肯把钱贷
给这些企业，为什么就不能贷给我？”丁强说，
他的家庭农场，绝不会输给一个小型企业，但
却得不到一个小企业所享受的贷款。

家庭农场实现的规模化养殖，其赢得的利
润，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一只羊能赚
100块钱，十只羊，绝对不是1000块，而可能是
2000块，3000块。100只、1000只、10000只呢，我觉
得银行可以对我们再放开些。”

丁强说，诸城的家庭农场走在了前面，一
切都是尝试，他们作为家庭农场的经营者，更
想看到实实在在的政策，帮助他们“转正”以后
的路上走得更稳、更好一些。

丁丁强强：：

能能不不能能再再放放开开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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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宋海海元元在在田田里里查查看看今今年年的的玉玉米米长长势势。。

王王汝汝礼礼的的烟烟田田一一眼眼望望不不到到边边。。 丁丁强强家家庭庭农农场场里里养养殖殖的的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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