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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第一农场主隗延东的梦想与坚持

基层里有最深切的渴望，基层里有最感人的故事，基层里也有最生动的
画面……近期，本报记者将走进田间地头、企业车间、项目工地、村居社区等
基层单位，寻找新春基层里的故事。

长清首个家庭农场

打造超级农家乐

2013年2月20日，平安街道
齐庄村村民齐吉涛接到长清工
商分局平安工商所颁发的营业
执照，长清首家家庭农场“济南
市长清区云臻家庭农场”正式成
立。齐吉涛筹集100多万元，通过
土地流转的方式承包下齐庄村
内琵琶山东侧总面积400多亩的
荒山和土地。

齐吉涛打算在原有的荒山上
栽种树木，邀请园林专家对土地
重新设计和规划，他的设想是“山
上树木成林，林下散养家禽，山下
有机蔬菜瓜果连成片。农场的建
设重点将放在山下，200多亩土地
将是有机蔬菜园、果园遍布。之
后，农场中心区域还将建设生态
酒店。”

经过1年时间的发展，今年秋
天，游客就能品尝到农场生产的
第一批绿色有机农产品。而根据
齐吉涛的设想，到明年，他的家庭
农场将发展成为集生态农业、养
殖业、旅游业、餐饮业为一体的

“超级农家乐”。

相关链接

章丘首个家庭农场

种粮年赚25万

田间的小麦虽然还没有返
青，但已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章丘市辛寨镇辛三村有2370余亩
土地，现在流转到刘继君名下的
土地已达到1680余亩，占了全村
土地的七成多。2013年，刘继君率
先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家庭农
场，摇身一变成为章丘首个“农场
主”。

流转到刘继君名下的土地主
要用途就是种粮食，一年下来能
种一茬小麦和一茬玉米，最后付
给农户的租地费用也是按照粮食
收成来计算。“一年给户家1000斤
粮食，也可以换成钱，价格按照当
年的粮价计算。”据介绍，每亩地
的租金在1010元左右。

据估算，种一亩地一年下来
大约可以产1000斤小麦、1000斤
玉米，两者加起来是2000余斤，大
概可以卖2300多块钱；除去种子、
农药、化肥、浇地、人工等开支
1300元，最后大概剩下1000多元，
这些钱基本都用来支付土地租
金。

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据
介绍，相比于一家一户的分散
经营方式，规模化种植的优势
显现出来，“比如说，在购进种
子、肥料、农药的时候，由于购
买量比较多，可以直接拿到厂
家批发价，比市场价便宜15%到
20%；再比如租用联合收割机的
时候，每亩20元就有人干，而这
样的价格一家一户是肯定拿不
下来的。”

据了解，早在 2 0 1 2年成立
家庭农场前，刘继君就与村民
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承包
了村里1400余亩土地，“当时每
亩地的纯收入50元，收入达到7

万元。再加上国家补贴的 1 8万
余元，最后的总收入达到 2 5万
余元。”

5亩核桃林，一年可净赚2万元

2014年雨水节气刚过，隗
延东时常会去他的核桃林里察
看，用隗延东的话说，过了雨
水，春忙就要开始了。

隗延东的核桃林在济南高
新区巨野河街道山圈村东北方
向的山坡上，总共约700株，占
地5亩。与普通的核桃种植户相
比，隗延东的核桃林受到特别
关注，因为隗延东是在高新区
注册的首个家庭农场主，这5亩
核桃林承载着他做“农场主”的
梦想。

山圈村下辖东隗、西隗、东
杜、西杜、山张庄、李家楼6个自
然村，总人口2600人左右，共有
近3600亩耕地，由于群山环绕，
当地村民的耕地大都是在山坡
上，而由于山地土壤贫瘠，粮食
产量不高。

“如果在山坡地种植果木，

肯定比种粮食要好。”跑过运输
的隗延东在外见识多，他的这
一想法也得到了一家人的支
持。于是隗延东将自家多块零
散的土地与村民置换后，连成
了一块5亩大小的山坡地，并种
上了从外地购买的优质核桃
苗。“前三年不收核桃，主要是
长苗子，第四年收果也不多，去
年开始算是正式开始收果。”隗
延东说。

隗延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5亩核桃林一年能产2000斤核
桃，按20元一斤卖给中间商，一
年的收入就是4万元，扣除修剪、
施肥等成本，每亩地的净收入在
4000元左右，“核桃树的寿命在
30年，除了前三四年为净投入，
以后的投入不多。种粮食的话，
一亩地的年收入也就在1000元
左右，比种粮食强多了。”

注册农场，农民变身“农场主”

2013年1月，中央一号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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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隗延东来到
孙村工商所咨询办理家庭农场
营业执照事宜。由于隗延东是
高新区第一个提出成立家庭农
场的农民，孙村工商所为其开
辟了“绿色通道”，由专人指导
隗延东准备相关登记材料，并
及时为农场进行核名。2013年5
月9日，隗延东拿到了高新区首
个家庭农场营业执照，出资额
为人民币50万元，核定范围是

果树的种植及销售。
为了完善自己的农场，隗

延东雇来挖掘机竖起电线杆，
为农场通上了电，在农场里开
挖出蓄水池，还在农场边上建
起了用于照看农场和储存物资
的小屋子，上面挂着“高新开发
区丰硕家庭农场”的大牌子。

“他喜欢搞这些新奇，一开
始大家都觉得是瞎折腾，没想
到最后还能折腾出点事来。”隗
延东的妻子付光俊看到丈夫当
年种下的拇指粗大小的小核桃
苗，长成了大核桃树，脸上也露
出了笑容。

扩大规模受阻，继续坚持梦想

然而，隗延东做“农场主”
的梦想并非一帆风顺。2013年
秋天，隗延东的核桃大丰收，但
却找不到来收核桃的商贩。“听
说章丘有专门的核桃种植区，
就把核桃运到章丘，再卖给去
那里收核桃的专业核桃商。”隗
延东说，尽管中间多出个运送
过程，但是能够把核桃卖出去
就算是成功了。

这次经历也让隗延东开始
思考，光靠核桃品质还不行，小
规模的家庭农场吸引不来中间
商，要想做大，必须扩大规模。
今年年初，隗延东与自己农场
周边的种粮户商量，希望承包
他们的土地，但却遭到冷遇。

“要不就是不愿往外承包，要不
就是提出的承包价格太高了，
每亩地要价都在1000块钱以
上，高出了每亩地粮食种植的
纯收益。”隗延东说，承包价太

高，扩大核桃林的想法搁浅了。
种粮农户为何不愿将土地

承包给隗延东呢？据了解，在山
圈村的山上分布着一些石料加
工厂，村民介绍，这些石料厂通
过开采山体售卖石料，如果占
用了村民的耕地，就按照每亩
地每年2400元左右进行补偿。
他们更愿意等着石料厂的占地
补偿。

“采石毁山，植木护土。”隗
延东认为，尽管建设大农场的
梦想遇到了困难，但他觉得山
体终有采光的时候，他的梦想
却不会破灭。隗延东说，他今年
打算给自己的农场注册商标，
这样他的核桃就可以进到超市
里销售，比卖给中间商每斤还
能再多卖上近10块钱；此外，他
今年还准备再建设一项大工
程，“将山下的水引到山上来，
为农场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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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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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也
开始作为新鲜事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同年5月，济南高新区巨野河街道山圈村村民隗延东将自己的5亩核桃
林申请注册“家庭农场”，成为高新区第一个农场主。然而，在扩大农场规模，进行规模化经营的道路上，第一
农场主并非一番风顺。

隗延东和他的5亩核桃林。

“丰硕”成为高新区首个家庭农场。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实习生 刘潇俊 高凤林 狄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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