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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县九女集镇农业发展新路子让农民看到好处

33 .. 55万万亩亩土土地地流流转转后后生生了了金金
10月31日上午，成武大地生金合作社牡丹种植点，二三十名农民正忙着挑选牡丹苗，他

们都是合作社临时雇佣来的，每天能挣五六十元。“这活都不是很累，跟玩似的。”九女集镇曹
口村78岁的邵秀兰说。

成武九女集镇作为传统农业乡镇，农民大多种植小麦与玉米，每年外出打工人员占总人
口的一半左右，如今，土地流转新政的实施让当地不少农民都尝到了甜头。

曹口村不少老人正在挑拣牡丹苗，她们忙一天挣到四五十元工资。

村里的地没变

产生的效益更大了

“我们已流转了1 . 7万亩土地，
其中2000亩土地种植经济作物，
1 . 5万亩还是种植小麦。”成武大地
生金农民合作社负责人梁青海说，
他们今年土地流转时节气已晚，种
植其他作物恐怕来不及，但就是种
植小麦，也与传统种植不一样，“土
地一旦整合成成片连地的，单单从
种植成本上，都能节约很多，另外加
上农资方面，每亩土地能盈利三四百
元。”

“农民种地一般不会考虑成本，
而企业会从节约成本上考虑种植模
式。”梁青海说，他们的合作社有山
东水利发展公司70%的股份，该公
司今年投资1700万元，他们合作社
明年还将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达
到五六万亩应该问题不大，“作为国
有大型企业，他们比较重视社会效
益，希望能在九女集镇摸索出一套
运作大型农田的模式与经验，一旦
有合适项目，将会立马投入进去。”

而作为成武九女集镇本土的农
民合作社——— 成武县鑫盛源谷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他们从农民手中流
转的1300多亩地，今年已迎来大丰
收。“我们主要种植经济作物，有土
豆、核桃、大葱以及采摘园等项目，
今年500亩的谷子收成不错，当时还
没收割谷子，有很多企业要预定地
块，我们没有同意。”成武县鑫盛源
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监事长焦传啟

说，根据目前谷子市场价格，他们
500亩地能盈利六七十万元左右。

全镇农业发展

开启多赢路子

成武九女集镇作为传统

农业种植乡镇，全镇6 . 3万

人口，常年在外打工的就有3

万人，这为土地顺利流转提

供了有利条件。九女集镇党

委书记马臣华说，全镇10万

亩土地，现在已流转出去

3 . 5万亩，就目前形势来看，

未来两三年时间，全镇土地

基本流转完毕。

没了土地，农民能否找

到活干？马臣华说，农民土地

流转以后，一部分人还是会

选择外出打工，有一部分到

附近工厂务工，剩下的多为

老年人，“流转出去的土地，

还是需要农民来侍弄，只是

身份变成农业工人，但用工

需求也不小。”

据马臣华介绍，九女集

镇政府已与一家科技企业签

订光伏农业项目，占地5000

亩，总投资20亿元，明年3月

份动工建设，到时镇上闲余

劳动力根本不够用的，外乡

镇到九女集镇来打工就会很

普遍，“我们将积极探索农业

发展新模式，为企业、为农民

服务好。”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保珠

成武九女集镇九女村村民
贾学凯，他原来有 1 1亩土地，
2013年9月份将土地全部流转了
出去。贾学凯说，他平时从事煤
球生意，家里的土地根本忙不过
来，地里一般都是种植小麦、玉
米，一旦农忙起来，生意就耽搁
了。

贾学凯跟记者算了一笔账，
土地流转后，一亩地按照1000斤
小麦的当年市场价格当作租金，
一般在1200元，11亩土地流转出

去一年租金13200元，这是纯收
入。以前，一亩土地，除了农资、
麦种等物质成本外，不算人工成
本的话，一亩土地能收入三四百
元，11亩土地纯收入在5000元左
右。

“现在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
是很高，不如出去外出打工挣
钱，所以有合作社提出流转土
地，基本上都很快达成协议。”九
女村党支部书记刘宗领说，他们
村共有5600亩土地，现在已经流

转出去4500亩，剩下的1000多亩
地都是旮旯地不成块的，合作社
不愿意租赁，村民还种着。

农民土地流转出去，能外出
打工的年轻人都已经出去，留守
妇女和老人也没闲着。“用大型
收割机收割完谷子以后，在地里
落下不少谷穗，我们找了30多名
村民捡谷穗，三天时间，光捡出
来的谷穗2万多斤。”焦传啟说，
每名村民三天能挣150多元工
钱，这些都是村民的额外收入。

土地流转“转”出多赢局面，不少农民家门口打工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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