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7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张亚男 美编 组版：曹庆丽

C09
从一个文件到一个样本，既有巧合，亦是必然

家家家庭庭庭农农农场场场的的的实实实验验验
文/本报记者 赵松刚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

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2013年4月下旬，诸城市在山东省率

先接连出台四个文件，鼓励扶持发展家

庭农场，并对家庭农场定义进行解释：

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适度规模化种植、

养殖的农村经济实体。

就像有一名农民说过的，他们和家

庭农场早已经举办了婚礼，只是少了一

个证而已。

诸城市发展家庭农场，起步
于黄烟生产。

黄烟是诸城市的传统产业，
2005年以前，每年的种植面积稳
定在10万亩以上。然而，因为抗
灾能力差、劳动强度大、种植收
入低，2005年、2006年烟叶生产陷
入低谷。一批农户放弃种烟，种
植面积下滑至6万亩。

当地政府开始考虑。
他们发现，种植面积急速下

滑，是因为当时的黄烟种植户多
为零散性种植，面积不大，抵抗
灾害的能力较差。天灾来了，他
们根本无力通过技术性支持，把
损失降到最低。

只有实现规模化种植，扶持
一些有能力的黄烟种植大户，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在政府的牵头下，他们

依托烟草公司，开始在土地流
转、设施配套、技术服务等方面
全力扶持，推进规模种植。

这便是家庭农场在诸城的最
初雏形。当时出现的这种规模化
种植的农场，多以所在村庄命名，
如闫家庄农场、吴家庄农场等。

随后的发展证实，这种方式
取得了巨大成功。

据一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2012年底，种植100亩以上的烟叶
农场511个，户均种植179 . 3亩，占
烟叶种植面积的82 . 1 %，农场户
均纯收入达到14万元。诸城市植
烟面积稳定在12万亩左右，占山
东省种植面积的1/5。

看到甜头的政府、农民，并
不止于黄烟，他们尝试着把这种
方式进行推广，应用于小麦、玉
米、养殖等，一批以家庭单位的
种植、养殖大户应运而生。

即使已经如此成功，但是对
其未来的道路，所依托的基础，
还一直没有被提出，直到中央一
号文件的出现。

当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名正
言顺的规定，把规模化种植、
养殖发扬光大之际，中央一号
文件给了他们一个理直气壮的
支撑。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这个全新的概念，恰与诸城已经

推行的规模化生产不谋而合。
诸城成为第一个“吃螃蟹”

的，率先在全省推行家庭农场，
并对家庭农场的定义进行解释，
出台了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工商
注册登记、鼓励扶持等一系列文
件政策。

2013年4月下旬，诸城市“一
口气”接连出台四个文件：《诸城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家庭
农场建设的意见》、《诸城市鼓励
扶持家庭农场建设的暂行办法》、

《诸城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
办法》、《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
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意
见》，鼓励扶持发展家庭农场。

诸城市副市长鞠俊海这样
评价诸城市的家庭农场发展：水

到渠成，顺势而为。
《诸城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家庭农场是指
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以
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适度
规模的种植、养殖产业为劳动对
象，从事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
生产经营，并以本业收入为家庭
主要收入来源，实行自主经营、

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
和科学管理的农村经济实体。
家庭农场的概念，从中央一号文
件中较为模糊的概念，变得清
晰。

家庭是家庭农场的单位，规
模化是家庭农场的核心，围绕着
农业，家庭将有一个广阔的舞
台，创造他们的财富梦想。

因黄烟而起

第一个“吃螃蟹”的

家庭农场，在一系列政策推
行后，变得具化，过去存在的误读
得以澄清，一些家庭农场经营者
心中的疑虑也逐渐被打消。更让
他们感到兴奋的是，转正后，他们
还将有意想不到的“优待”。

家庭农场，突出以家庭或家
庭成员为主要投资、经营者，通过
经营自有或租赁他人承包的土
地、林地、山地、水域等开展农业
经营，认定规模要适合家庭经营

实际。
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应具有

农村户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
动力，以农业收入为家庭收入主
要来源。另外，也支持下岗职工、
大学生和部队转业人员到农村创
业兴办家庭农场，申报人须持有
人社部门出具的失业或无业证
明。

经过申请以后，申报人可以
根据自愿原则，到诸城市或以上

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获得法
人资格。工商部门将免费为通过
申请的申报人注册登记。

这一张简单的《营业执照》，
意味着这片给家庭农场的经营者
一个踏实感，与其他相关政策一
起，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将因此受
益匪浅。

《诸城市鼓励扶持家庭农场
建设的暂行办法》进一步对家庭
农场进行扶持，放宽登记条件、加

强财政支持、跟进信贷支持、放宽
土地政策等。

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的推行过
程中，很多的政策细致到对单个
问题进行分析解答。如，符合园区
建设规划的家庭农场当年新建标
准冬暖式大棚每个补贴5000元，新
建拱棚每个补贴3000元。

另外，对注册登记的家庭农
场采取农户信用评定贷款、农村
土地反担保贷款等多种信贷产品

予以支持，允许家庭农场贷款采
取一户多保、农村土地反担保、联
场担保、抵押等担保方式，贷款利
率上浮幅度较同信用等级的用户
优惠5—10个百分点。

从诸城市出台《家庭农场认
定管理暂行办法》、《诸城市鼓励
扶持家庭农场建设的暂行办法》
等后，到5月10日，短短不到一个
月时间，就有637户农民通过了认
定核准，137家完成了工商注册。

转正以后

根据最新的一份数据统计，
截止到目前，诸城市一共注册
登记家庭农场349家。这些靠地
为生的农民，和一个企业法人
一样，他们成为家庭农场的法
人，他们被称为农场经理。

349家家庭农场，目前注册
资金已经达到2 . 04亿元。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
市，诸城发展家庭农场的时间
还很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完

善。但是，在摸石头过河的过
程中，这种模式已经显现出了
一定的成效。

家庭农场建设过程中，激
活了农村土地流转。2013年，诸
城市新增流转土地面积1 . 87万
亩，已认定核准512家家庭农场
经营土地9 . 5万亩，占诸城市土
地流转总面积的25 . 3%。这种方
式，把零散的小面积土地聚集
在一起，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另外，发展家庭农场，把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转移到城镇和二三产
业中。从一份调查情况看，诸
城市已完成工商登记的349家家
庭农场，使 7 8 0名农民稳定从
业。

家庭农场通过工商注册拥
有法人资格，对家庭农场经营
者的身份予以认可，降低了金
融机构的信贷风险，调动了各

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的积极
性。目前，诸城市4家大型金融
机构在农村设立了262处金融服
务站，累计发放贷款16 . 6亿元。
截至到5月底，涉农金融机构累
计为家庭农场提供贷款4712万
元。

同时显现出来的优势是，
通过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吸引
吸纳了一批年轻、有技术的新
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349家注

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具有中等
以上学历的占78%，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占27%。

家庭农场的起步，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而在发展过程
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
争议。诸城市副市长鞠俊海在
接受媒体采访中称，目前还处
于探索阶段，今后将根据实际
情况，将家庭农场的相关政策
在实践中“边摸索边修改完善”。

“农场经理”

王汝礼申请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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