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鸡、养鸭、搞种植，农家妇女开办家庭农场

邹邹城城有有了了首首位位““女女农农场场主主””
7月9日上午，邹城市峄山镇中参村村民王云秀申请的“云

秀家庭农场”在峄山工商所注册登记成功，这也标志着王云秀
成为了邹城市首个“女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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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王云秀的家庭农场，映
入眼帘的是山坡上成片的果树，
果树的叶片在阳光的照射下娇翠
欲滴，成群的鸡、鸭在果树林中悠
闲踱步。再往前走几步，便可看到
一个池塘，还有那在炊烟袅袅下
的房屋和人……

据42岁的王云秀介绍，这个
农场大部分是山岭地，共有200
亩，是按照每亩300——— 500元不
等的价格经两次流转过来的。现
在，已基本形成了水中养鱼、水上
养鸭鹅、山坡种果树、果树林下养
鸡的立体种养模式。在农场内，
鸡、鸭即可以直接吃果林里的草
也可以逮果林里的虫子吃。鸡、鸭

的粪便经过处理排入水中用来养
鱼，这样既省了鱼饲料，还省去了
鸭、鹅饲料；同时还将鸡、鸭的粪
便以及鱼塘泥发酵后用作果树的
肥料，可谓一举多得。

谈起办家庭农场的初衷时，
这个看似弱小、普通农村妇女“出
去总是给别人打工，不如在家自
己干”的回答让记者颇为震惊。王
云秀，1991年经人介绍嫁给峄山
镇中参村村民王同防。为了增加
收入，婚后第三天夫妻俩就离家
到外地打工。虽然在外打工多年，
可是家里的致富梦仍就没实现。
王云秀算了一笔帐，在外地打工
夫妻两人月收入大约5000元，虽

然看着钱不少，可衣、食、住、行样
样都花钱，每个月也就攒2000块
钱，还无法照顾家和孩子。况且随
着年龄的增大，外地用工企业对
农村中年妇女越来越不感兴趣，
就业面越来越窄。2010年，王云秀
决定自己回老家另寻致富路，丈
夫王同防继续在外打工。回家后，
王云秀发现村里很多青壮年外出
打工，留下妇女和老人在家种地。
而种地是个繁琐的体力活，老人
和妇女无力承担，大部分土地纷
纷转包。于是，她一口气承包下80
多亩土地，栽果树、种西瓜、搞养
殖，一年下来竟然比在外地打工
强的多。

打工路难走选择回家创业

政府政策扶持办起农场

今年3月份，王云秀在镇妇联
举办的农村妇女致富创业培训班
上了解到国家对土地集约经营、发
展家庭农场相关政策后，便萌生了
办个家庭农场的想法。在对王云秀
综合考察基础上，邹城市妇联把王
云秀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因地制宜
为王云秀的农场理出在原流转土
地基础上继续对四周土地流转，建
立立体农业生态循环的路子，并邀
请市农业局专家对王秀云家庭农
场实行一对一指导、一对一服务。
当得知农场经营缺乏资金时，邹城
市妇联为她提供了妇女小额担保
贴息贷款解了燃眉之急。看着如今

生机勃勃的农场，王云秀说：“要是
没有妇联这个‘娘家’，家庭农场不
会办的这么快，办的这么省心。”随
着农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手，
不仅老伴从外地返回帮忙，还按照
30—50元每小时不等的价格，从村
里招了30多个妇女做帮手。用王云
秀的话说，现在我这些“老伙计”们
一方面有流转土地的收入，另一方
面还有在农场干活的收入，这可比
在外打工强多了。

谈到农场的收益，王云秀说现
在还处在起步节段，收益一般。但是
她对自己的农场前景非常看好，“核
桃树、樱桃树再有两年就挂果了，

鸡、鸭、鱼养的越来越多，收入肯定
会越来越好。再说前有国家政策，后
有妇联‘娘家’，俺是越干越有信心”

自家庭农场相关政策出台以
来，邹城市妇联积极动员基层妇联
组织做好宣传，让广大农村妇女了
解国家政策，帮助符合条件的妇女
积极参加申报登记工作。同时，积极
解决她们在发展农场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在邹城市妇联的引导
支持下，家庭农场正在邹城市广大
农村女性中悄然升温。家庭农场的
兴起，必将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产
业化发展，也必将带动更多农村妇
女发家致富，绘出美丽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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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秀在自家鸡场喂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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