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家庭农场悄然兴起
农业发展迎来新契机，新兴农业模式将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董梦婕

菏泽是农业大市，也是全省粮
食主产区之一。今年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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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家庭农场”被首次提出，不少有
想法的人从中看到商机。

据统计数据显示，这些抢先
注册的“农场主”不仅有多年在
大城市经商的菏泽人，还有一直
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户。伴随这次
家庭农场热的悄然兴起，传统农
业转型走向“快车道”。

“农场主”逐渐增多

4月15日，在菏泽市曹县行政
服务中心工商窗口，菏泽市首家
家庭农场成功注册登记，这家

“曹县凤龙家庭农场”的法人代
表叫张凤龙，在熟人眼中，他一
直是个敢想敢干的“行动派”，年
轻时在北京退伍后当起保安，经
过多年的人脉及经商经验的积
累，现在在北京已有三家公司。

正是看到家庭农场这种新型
农业模式的发展空间，他不顾家人
反对，毅然在曹县老家租下315亩
土地决定回乡创业，成为菏泽第一
位试水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紧接着，郓城县潘渡镇李楼
村村民李尊振，成功申请注册了
该县首家家庭农场“郓城明轩家
庭农场”，成为郓城县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

与张凤龙相比，今年30多岁
的李尊振有十几年的种植经验，
在郓城县郓城镇魏路口村承包
的二三十亩土地就是他的生活
中心，在那块土地上，所种植的
几十种花卉每年都给他带来不

菲的收益，也使他成为当地远近
闻名的花卉种植大户。

“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中央一
号文件鼓励成立家庭农场的报
道后，专程到北京等地的家庭农
场实地考察，他们的家庭农场建
得真不错，发展前景也好，让我
坚定了开家庭农场的想法。”李
尊振说，回来后，他又承包了周
围110余亩土地，开始构建他的

“农场主”梦。

探索现代化农业新模式

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提到，要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着力发展现
代农业，力争新增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1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00

家、农业标准化基地20 .7万亩，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
82%。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平台建设，积极推进规模化经
营。

调查了解到，菏泽现代化新
型农业模式探索脚步从未停止，
在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之前，已出
现部分以企业为模式的农业多
样化经营方式。菏泽开发区佃户
屯的齐鲁绿展生物科技农业产
业园(以下简称齐鲁绿展农业园)

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注册开办的齐鲁绿展

农业园，是刘光红和4个同学每
人集资20万启动的，“办这个农业

园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因为现在农业是中国农
业的发展趋势，国家也在不断加
大力度扶持农业现代化发展，事
实证明当初的选择做对了。”刘
光红说，整个综合体农业项目占
地200多亩，分为三大部分：东部
20多亩地主要是餐饮配套设施；
中间160多亩地主要是大棚区和
果树区；西部30多亩地是休闲垂
钓区。“今年农业园的面积又增
加了20亩，我们准备下半年用来
做农家乐。”

为提高竞争力，齐鲁绿展农
业园的4个标准温室大棚和8个钢
结构普通棚里，种植着哈木瓜、
西瓜等礼品水果，走高端市场，

下一步还将对园区生产的水果
和蔬菜进行绿色、有机认证，提
升商标影响力。

加速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想摆脱传统自给自足的农
业模式转型现代化农业道路，如
何增加规模成了当务之急，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
外出打工、创业，以至于留守农
村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明显不足。

开发区佃户屯孔庄社区党
支部书记季金全做过统计，他们
社区处于菏泽高科技农业生态
园中心地，共有2000亩土地，今年
年初已经流转承租出去600亩，土
地流转承租在增加居民收入的
同时，又有效整合了土地资源，
提高了土地附加值。

菏泽市人大代表、成武县孙
寺镇山东大恒种子有限公司董
事长侯振祥也曾对菏泽四个乡
镇劳动力外出情况做过调查，调
查中全家外出的农户比例达到
21%，被调查的自然村中劳动力
转移比例平均高达64%，有个别
村庄高达70%以上，从事农业生
产的劳动力已严重短缺。

“我们需要扩张规模时会先
跟社区说，然后由社区居委会统
一和公司签合同进行土地流转，
每年每亩地按照1200斤小麦价格
折算给农户。”刘光红说，租来的
土地不改变土地农业用地性质，
农户转租土地后还能应聘到农
业园工作，实际收入比种地强多
了，所以很多农户选择将手中大
部分土地转租，这种土地流转加
速了传统农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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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农业模式的兴起，必将为农业发展带来新契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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