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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柴会龙毕业于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去年，毕
业后的他回到故乡章丘柴家村种
韭菜，注册了农家合作社，获得了
成功。近日，他又将自家30余亩韭
菜地注册成家庭农场，成为章丘第
二位农场主。

大学毕业回乡

成立韭菜合作社

早在上高中时，柴会龙就善于
发现商机，到大学毕业时他已经拥
有了很多同龄人无法企及的财富
和阅历。

2012年，柴会龙大学毕业，选择
回家创业种韭菜。当时，父母都很
反对，“记得我毕业回家时我妈妈
哭了，一个星期没理我”，但是柴会
龙一直记得一封信。大一时在职业
规划课上，职业规划师请每位学生
给父母写一封信，描述“四年之后
你在哪里”。在这封信里，他写道，
老家柴家村种植韭菜的历史已有
30多年，四年之后，家乡的韭菜应
该已经走向全国，甚至出口国外，
如果这个愿景还没实现，自己将回
到家乡，实现这个梦想。

去年2月，他将大学期间挣的
近30万元“创业基金”全部投入到
韭菜事业，注册了章丘市惠龙聚康
韭菜专业合作社。

这一合作社实行两步走战略，
一是无公害韭菜，供应超市，做礼
盒，作为春节礼物。再就是盆景韭
菜，进行礼盒式包装，配上培土、沼
渣、种植手册等，让都市人在阳台
上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建起11座大棚

注册家庭农场

原来村民种韭菜用的是小拱
棚，造价低但不利于韭菜生长。柴会
龙决定不用小拱棚，改用更先进的
冬暖式大棚。他建起
了11座大棚，当年就
见到了效益。

韭菜丰收后，柴
会龙又为给韭菜寻
找销售出路奔波。柴
会龙上大学时创办
过互联网公司，推销
商品对他来说不是
难事。经过努力，他成
功将柴家韭菜打入
两家大型连锁超市。

柴会龙介绍，韭
菜的亩产量是6000
到7000斤，每亩纯收入约1万元。从
去年年底至今，30余亩韭菜已经赚
了30多万元。

今年3月份，柴会龙将自家的
韭菜地注册为家庭农场。他说，新
一年自己会继续做这项事业，种出
地地道道的高品质韭菜。

2月20日，长清区平安街
道齐庄村村民齐吉涛，从济
南工商局长清分局办理了

“济南市长清区云臻家庭农
场”的工商营业执照，成为济
南首批家庭农场主。齐吉涛
为何要办家庭农场？他的农
场将如何发展？11日，记者来
到长清进行了采访。

荒山挂牌一年无人问津

11日上午，记者来到了齐
吉涛的家庭农场。与其说是农

场，不如说荒山更为确切，这
座山被当地人称作“琵琶山”，
连同山脚下的荒地，总共近
600亩，齐吉涛以100余万元的
价格承包，租期50年。

站在“琵琶山”脚下，看
不到一丝绿色，一直疏于管
理，山上满是山石，偶有几棵
青松。山脚下是成片的荒草，
还有连排的荆棘疯长，山上
没有路，只能从荆棘中穿行。
稍微让齐吉涛感到惊喜的
是，山脚下有几棵酸枣树。

“2013年初，跟平安街道

齐庄村委会签合同的时候，
我 才 知 道 ，村 里 其 实 早 在
2011年底就将‘琵琶山’挂牌
了，但是挂了一年多，一直未
找到主人。”齐吉涛介绍说，
他想在村里搞些农业建设，
为此年初和村委会签订了荒
山承包合同，承包“琵琶山”
山体及山脚下荒地约600亩，
租金100余万元，租期50年。

出手前围着荒山转了20圈

投资数百万元，开发600

亩荒山，对齐吉涛来说是一
个很大的风险，但是2013年
中央一号文件“家庭农场”的
信号，让他有了信心。

“中央一号文件既然提
到‘家庭农场’，政府就肯定
会有政策支持，况且‘琵琶
山’紧靠大学路，与大学科技
园有些格格不入。”齐吉涛
说，承包这片荒山，既可以作
为投资，也可以改善山体环
境，何乐而不为。

但是改造一片山体，仅
凭信心是不够的，也得弄清

今年2月，在章丘市辛寨
镇辛三村，喜欢关注国家政策
的刘继君注意到了“家庭农
场”这一新变化，他来到工商
部门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

从2010年起，通过土地流
转的方式，刘继君已开始包地
种粮，目前流转的土地已达到
了1680余亩。刘继君说，注册
家庭农场，有一个想法是解决
粮食仓库等附属设施用地问
题，增加收入。

刘继君有一个远期的设
想，成立农民有限公司，带动
全村人致富。

“生意人”弃商回家种粮

3月11日，在辛三村村南
的田地上，小麦铺成了一面绿
毯。刘继君边走边查看小麦的
情况，脑中还在规划着引进先
进的喷灌设施。

2010年，通过土地流转的
方式，刘继君承包了村里的
400亩土地种小麦和玉米，此
前他一直在外做机械配件生
意。刘继君说，辛三村有1780
余人，但长年在此居住的不足
一千人，种地的基本是50岁以
上的老人，不少外出者把地交
给其他村民种，每年收取三四
百元费用。

2010年，决定回家种地
前，刘继君对包地的“行情”进
行了调查。他提出了这样的条
件：国家的补贴归自己，一亩
地一年给土地原承包者1000
斤小麦，也可以换成钱，价格
按照当年的粮价计算。

第二年，刘继君带头联合
村里7个农民成立了章丘市春
丰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
从村民手里流转的土地达到
了1400亩，2012年这个数字变
为1680亩。他介绍，目前村里
剩余的土地有700多亩，估计
大部分在今年秋季也会流转
过来。

这么多的田地，是资源也
是责任。刘继君说，自己每天
早上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
骑上摩托车围着1680亩地转
一圈，盘算着怎样规划，如何
种田。

种地去年盈利20余万元

刘继君说，种地第一年，
由于管理没跟上，400亩地赔
了800元，不过，加上国家的补
贴，倒是没赔钱。

2012年收成比较理想。
“去年玉米晚收了三四天，每
亩地就多打了100来斤。”刘继
君说，每亩地纯收入50元，而
去年国家补贴是每亩130元，
算起来总收入达到20余万元。

相对于家庭为单位的经
营方式，规模化种植的优势开
始显现出来。比如说，在购进
种子、肥料、农药时量大可以
拿到批发价；大规模连片种
植，收割也省事，租用农机能
比市价便宜。

在支出中，农资费用和人
工费占了大头。辛三村的土地
比较连片，粮食播种、收割等
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不过每年
小麦玉米浇水、除草、打药，都
需要雇劳力。

“最费事的是晾晒玉米，
用人比较多。”刘继君介绍，各
家各户种地，一年从播种到归
仓，一亩地大约得用8至10个
工日，而规模化种植后，降低
到3至5个工日。刘继君计算，
去年农忙时他雇了 6 7 个工
人，多数为妇女和老人，日工
资为四五十元，一年工资支出
就达到了21万余元。

设想成立农民股份公司

今年秋季，土地规模还将
进一步扩大。刘继君对未来做
了分析：在他拿到的“章丘市
辛寨浩丰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上，经营范围为“粮食作物、蔬
菜、水果的种植与销售”，不过
他打算未来还是种粮食。

要提高机械化水平，需要
大笔的资金投入。刘继君曾算
过一笔账，为1680亩土地配备
农机具至少需要180万元。他
认为，从当前来看，农业机械
化主要还得靠政府，要么由供
销社出面购买农机具，农场主
可以出钱向供销社租用；要么
政府提供补贴，减少个人出资

压力。
刘继君告诉记者，目前种

植大户面临一个问题：没有晾
晒场地，没有仓库等附属设
施。“去年小麦收获时市场价
1 . 01元，而储存了两个月后，
售价到了1 . 11元，这个数字
就很可观了。”

对未来，刘继君有个设
想：全村的土地都流转下来
后，让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有
限公司。公司净收入分成三
块，一大块给村民、一块做公
司风险金，一块用来改善村里
的基础设施。“这种模式还没
有现成的例子。”刘继君说，现
在怎么做还在思考。

种粮户心中仍有担忧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土
地流转并不少见。刘继君告诉
记者，在农业乡镇，已经有一
些农民包地种粮，不过包地面
积多在四五十亩。

有的是采取“托管”方式。
某家农户自己有多部农机，与
原土地承包者签好合同后，到
了播种、收割等节点他来干
活，收获后原土地承包者支付
费用。不过，这种方式容易跟
风，面临高峰期干不过来的问
题。而规模化种植经济作物，
则有农业合作社的方式。

在其他地方，能否出现
刘继君一样的“种粮大户”？
刘继君分析说，一看“愿不愿
干”，二看“愿不愿费心”。种粮
食作物基本“不挣钱”，但国家
有补贴，除非遇到天灾，基本
不会赔钱。

另外，种粮需要本钱。一
季小麦成熟需要将近5个月，
一季玉米要2至3个月，之前
要投入人工费、农资费，甚至
要预付承包费，需要大量的
本金。而且种地也有风险。为
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许
多种植者选择购买农业保
险，“目前农业保险每亩地交
10元，个人拿2元，财政补贴8
元。”投险后，一旦出现情况，
每亩地可以获得380元的赔
偿。尽管如此，不少种植户心
里还是有些担心。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赵丽 实习生 侯银丰） 近
日，章丘市辛寨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在省财政厅的拨款扶
持下，购进两架植保无人直升
机。这家合作社也成为山东省
第七家、济南市第一家拥有植
保无人直升机的合作社，两架
飞机日工作量相当于100个人
的日工作量。

“这两架植保直升机提高
了病虫害防治的机械化程度，
对我们合作社土地托管是个
好事。”21日，辛寨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社长纪经长高兴地
告诉记者。

纪经长2009年注册成立了

章丘市辛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能解决农忙时节劳
动力不足的难题，实行“土地托
管”合同制作业，目前托管的土
地已达1 . 8万亩，托管的土地范
围已扩展到章丘绣惠镇、济阳
县、东营孤岛军马场等地。

纪经长介绍，在土地托管
过程中，耕地、播种、收割环节
已基本机械化，但农作物植保
仍沿用传统方式喷洒药物，不
仅费时费力，操作不当还会危
及人员健康，制约了土地托管
工作的推进。

去年12月，他给省委副书
记王军民写报告，希望政府能
帮助解决植保无人直升机一

事。“王军民副书记了解这一
情况后，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和支持，省财政厅拨款 50万
元，3月18日我们购进了这两
架飞机。”纪经长告诉记者。

利用无人直升机向下的
强烈旋转气流在喷洒农药时
可以翻动和摇晃农作物，因此
能将农药均匀喷洒至农作物
叶面、叶背、茎部、根部，这是
人工和其他植保机械无法做
到的。

“目前，两位飞机手已经进
行过多次实地演习，清明节之
后这两架植保无人直升机就可
以投入使用了。”章丘市农机局
管理站站长赵均胜告诉记者。

家庭农场主如何“土里刨金”

弃商办农场

设想成立农民有限公司
刘继君希望注册家庭农场解决仓库等附属设施用地问题
本报记者 赵丽 实习生 侯银丰

章丘一合作社购进植保飞机
给农作物喷药两架飞机能顶100人

大学生种韭菜

建起家庭农场
11个韭菜大棚去年赚了30万

本报记者 赵丽 实习生 侯银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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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山转土地，看

一个月，他围着荒山转了20圈
长清家庭农场主承包荒山50年，打算发展“农家乐”
本报记者 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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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琵琶山”周边的环境。
“山脚下的荒地约有200

亩，加上山体以及北侧的大山
坳400亩山地。”齐吉涛说，每
天只要有时间，他就沿着“琵
琶山”走一遍，现在已经走了
20多趟了。山上没有路，而且
全是荆棘，每次巡山，他的手
都会被刮伤。

农场整治荒地要用一个月

说干就干，3月10日，齐
吉涛租了台大型挖掘机，开始
在山脚下整治荒地。11日记
者来到农场的时候，500多平
米的荒地已经露出了黄土，原
来的荒草、荆棘都被清走了，
仅留下了那几株酸枣树。

齐吉涛对农场已经有了
自己的规划。平整荒地、打井、
通电、修路，一切就绪后，他会
在山上种植果树，养殖山鸡、

山猪，在山脚下，他会种植有
机蔬菜，并开办一家农家乐。

“这些工作说着简单，但
是投入非常大，仅清理荒地，
就要花费13万元，预计1个月
内荒地可以平整完，打一口井
需要15万元，加上修路、种植
以及日后的农场维护所需的
人力成本等，要使农场成规
模，可能需要投入300万元，
甚至更多。”齐吉涛告诉记者。

在齐吉涛看来，农场的维
护仅靠家人是不够的，600亩
山地要想打理好，必须雇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承包
了，就要干好，给村里一个交
代，给自己一个交代。”

尽管眼前的“琵琶山”还是
一片荒芜，但是在齐吉涛的眼
中，这已经是一块宝地。“3年之
后，市民可以来农场采摘有机
蔬菜、抓山鸡、吃农家乐，那时候
我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农场主。”

重点发展耕地类农场

11日下午，记者采访了
长清区农业经济经营管理办
公室主任李学敏。

李学敏告诉记者，“家庭
农场”是一个新生事物，在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
次提出，目前省、市、区还没有
相关的补贴扶持政策。

“相对来说，家庭农场在
南方比较多，而且渐成规模，
发展得也越来越规范，但是在
北方还很少，既无经验，也无
配套的扶持政策。”李学敏介
绍，下一步，农业部门鼓励发
展的是耕地类“家庭农场”，就
是把每个村里1亩、2亩分散
的耕地集中起来，然后由村委
会组织将其承包给“农场主”，
然后由农场主给租地农民一
定的补偿。

▲3月21日，柴会
龙在家庭农场韭菜大
棚里忙碌。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3月21日，章丘市辛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新购置的两架植保无人直升机，飞机手在麦田
里用遥控器测试。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3月11日，刘继君在田地里观察小麦长势。本报记者 赵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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