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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李娜 报道

本报5月24日讯 “我们农民
也有身份了！新农民就是我的职
业。”招远农民王桂荣握着领到的

《招远市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
说。24日，在招远市首批新型职业
农民颁证典礼上，招远40名农民
领到资格证书，成为山东省第一
批认证的“新农民”，这次认定对
全省乃至全国都有示范意义。

上述40名新型职业农民是从
400名农民中脱颖而出，年龄基本
在40-59岁间，最年轻的一位36岁。
新型职业农民分初级、中级、高级，
这40名都是初级。到2014年底，招远
将培训800-1000名“新农民”。

想成为“新农民”可不是件容
易事，必须在“硬件”和“软件”上
都达标：须懂得农业生产管理技

能，重视环保；种植的果园规模须
在10亩以上，果业纯收入6万元以
上；须有初中以上学历，参加完新
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并通过
理 论 知 识 考 试 和 操 作 技 能 考
核……

“新型职业农民证书不仅仅
是一个认证。”在中央农广校培训
处处长文承辉看来，新型职业农
民得到职业认定，不仅能提高生
产效率和优质农产品率，更重要
的是能让社会认可当农民也是一
个有尊严、体面的工作。“未来要
让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钱袋子撑
得鼓鼓的，腰板子挺得直直的！”

烟台招远是国家“新农民”培
育的试点县市。2012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
调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

培训，目的是破解农业劳动力结构
性矛盾和后继乏人的问题。按照要
求，国家农业部启动了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课题研究和100个县(市、区)

的试点工作。目前，招远已经出台
了扶持新型职业农民的暂行政策，
从经费、办理执照、减免所得税等
多方面予以扶持。

根据《招远市新型职业农民
支持扶持政策(暂行)》，在经费方
面，对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的，
招远市财政连续两年给予初级
职业农民每年300元、中级每年
400元、高级每年500元的补贴。

新建以红富士为主的苹果
矮砧栽培基地，成方连片100亩、
成活率达到90%，每建成一处奖
补10万元，建成200亩以上视情
况追加奖补。成方连片50亩以上
种植“金都红”苹果，带动苹果品
种更新换代，每建成一处奖补10

万元。新型职业农民达到10户的
村可以优先建设沼气。

经过创业培训创办企业或
从事个体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在招远首次领取执照并正常经
营一年以上的，可以得到相应的
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创业场所租
赁补贴。

新型职业农民办理营业执
照可以简化审批程序，在2014年
年底之前，办理有限公司可免收
注册登记费。新型职业农民创办
企业，在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
等方面也可获得专项减免。

本报记者 李娜

新型职业农民

能得啥实惠

招远认证首批“新型农民”
我省首批共40名，要拿证得通过考核

最年轻“新农民”高向军：

把地种好

也能赚大钱

隔本报记者 李娜

高向军，36岁，是招远首批
新型职业农民中最年轻的一位，
也是种植果园规模最大的一位。

在同龄人看来，高向军正好
和别人走的路子相反：别人是从
农村到城市打工或者做生意，他
却是丢下做得顺风顺水的生意，
回到农村种果树。大专毕业的
他，在学校学习的是经济管理专
业，毕业后从事过多年水果和经
济作物生意，是个实实在在的生
意人。

为什么放下生意不做，回来

种果树？高向军说，把地种好，也
能赚大钱。

4年前，高向军在原有10亩老
果园的基础上投资100多万元，新
发展果园170亩，成了远近闻名的
果园大户。“前些年做生意的钱，
都投到果园里了。别人觉得太冒
险，但我看好农业的前景。”高向
军说。

他介绍，50多万元的苹果树
苗都是政府支持的，主要是烟台
市农科院培育的苹果新品种脱
毒烟富3号，这减轻了他相当一
部分经济负担，水利设施的建设
也得到了政策扶持。现在他每年

要支出的主要是雇工费用和粪
肥钱。

“种植新品种苹果，前景还
是不错的，新品种每亩的收入能
达到1 . 5万元。”高向军说，再过两
年，他的近200亩果园就能量产
了，已经投入的200多万元，在两
年内应该就能回本并有盈余。

高向军之所以对苹果市场
前景这么有信心，是因为他在生
产环节中处处使用新技术，比
如，根据土壤情况测土配方施
肥、使用生物技术防病治虫。他
的无公害果品只要一上市，就有
固定的客户前来收购。

40名招远农民获得“新农民”资格证书。 记者 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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