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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44 个个家家庭庭农农场场七七八八成成都都种种粮粮
“地主”不好当，农场主坦言要挣钱就得换个活法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粮食价格低
“地主”赔本赚吆喝

眼下，商河县的小麦陆续
进入成熟期，田地里金灿灿的
一片，农民们开始忙着张罗麦
收，地多的农户们更是提前一
周张罗。玉皇庙镇玉金家庭农
场内，农场主张玉军也开始准
备收割麦子。张玉军说：“农作
物生长风险太大，看着现在天
挺好，一阵雨或者一阵大风过
后，就有可能影响收成，趁着天
好赶紧行动。”

提起今年的产量，张玉军
表示还可以，亩产量能达到800
斤以上。不过，提起自己近几年
的收入，张玉军直摇头。张玉军
说：“现在粮食价格太低了，单
纯靠种粮食根本挣不到钱。”他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玉米
价格在每斤0 . 7元左右，小麦价
格在1元左右，两季粮食每亩
收入不到2 0 0 0元，除了租地
费每亩地八九百元，两季肥
料、农药、人工费外，几乎所
剩无几，甚至会出现亏本的
情况。

齐鲁晚报记者在商河县
农业局了解到，截至2016年5
月份，商河县家庭农场已经
累计达到294家，其中七八成是
以种粮食为主，剩下的小部分
除了种树之外，还有种养结合、
蔬菜种植等其他形式。农场主
王先生笑称：“流转土地的时
候，人家都说咱成了‘大地主’，
谁知道现在地主是赔本赚吆
喝，要不是当初我签了合同，我
早就改行了。”业内人士分析，
单纯种植粮食看似风险小，实
际上收益最低。如果粮食价格
持续走低，难免会出现亏本经
营的状况。

尽管如此，有农场主坦言，
一些家庭农场享受政策补贴，
还可以地为抵押，从银行贷款。
因此即使稍有赔本，一般也没
人退回所承包的土地。

“地主”们扬言
得换个活法

与玉金农场一幅麦收景色
不同的是，在商河县琦玮家庭
农场内，115亩韭菜地正在修
整。农场主刘荣章告诉记者，眼
下韭菜价格不是很好，韭菜正
在养根，等过两天行市好了，割
了韭菜重新生长。刘荣章说：

“现在韭菜大面积上市，价格
低，等过几天价格高了再卖，韭
菜长得很快，割了十多天就能
重新发芽上市。”

之前做建材行业的刘荣
章，在2013年流转了115亩地
成立了家庭农场。为了选择
合适的家庭农场种植品种，
他前前后后跑遍了大半个中
国。后来决定种植韭菜，经过
两三年的沉淀，他的韭菜已
经销售到江苏、河北等地。去
年每亩地的收入在3000-5000
元。就当大家都以为他发大财
的时候，他说：“我这几年的本
钱也就刚弄出来，前期投入
很大，除了市场不可控之外，
技术要求也很高，想挣钱得
一步步来。”

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刘
荣章说：“我一直觉得家庭农
场前景很好，但是现实可能
有点冷，大家咬咬牙说不定
就过去了，要是放弃就前功
尽弃了。”未来刘荣章打算再
多流转点土地。当记者问到
打算种植什么品种时，他表
示仍会种植韭菜。他说：“单
纯种植粮食收入太低了，还
不如人家那些流转土地的人
舒服，想挣钱还得想想其他
出路。”

记者走访发现，一半以
上的农场主表示要换个“活
法”，除了种蔬菜、养殖、苗木
之外，即使种植粮食也要有
特色。农场主付先生说：“我
打算重点育种小麦，大型机
械家里都有，种植方式也差不
多，种点特色农作物还能多赚
点钱。”

“船小好掉头”
关键有个好舵手

自2013年提出“家庭农场”
以来，家庭农场迅速发展起来，
与南方成型的家庭农场相比，
商河的家庭农场还处于初级阶
段，不少农场主表示“我们现在
是摸着石头过河”。农场主张先
生说：“我当初流转土地的时
候，就觉得自己种了一辈子地，
还有点经验，靠着种粮这点经
验，多少还能混口饭吃，谁知道
这经验根本不顶用。”

在张先生眼中，自己开了家
庭农场后，感觉“很自由”，就觉得
偌大的土地想种啥就种啥。张先
生说：“咱自己的土地，自己说了
算，船小好掉头啊，种的东西不行
咱就换。”张先生在自己地里种过
花生、土豆、玉米、小麦等不同农
作物，折腾下来，也没挣多少钱。

接下来，张先生打算种点果
树，然后开个农家乐，这可是他从
外地取来的经。张先生说：“去年，
我去江苏那边看了看人家的家庭
农场，发展得很红火，回来看看咱
的，太单一了，作为农场的大当
家，一定要确立好方向才行，咱县
里的人还是应该多走出去看看，
老困在家里船都跑偏了。”

业内人士周先生分析道，
商河县近三成的农场主还存在

“农民种地”的想法来经营家庭
农场，专业知识储备不足，思想
比较保守。尽管近几年以来，商
河的采摘、观光农业发展迅速，
但也存在品种单一等问题。周
先生说：“如何经营家庭农场，
绝对不是说单纯知道种地就
行，对于市场行情、政策调整等
方面都要有宏观调控，这方面，
农场主任重道远。”

据了解，目前家庭农场的扶
植政策除了简单的小麦直补之
外，每年还会有市级家庭农场评
选等活动，会获得10万元以下补
助。周先生说：“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刺激了家庭农场更加专业化发
展，与此同时，农场主的专业知
识一定要提高才行。”

今日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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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场主在给农场寻出
路的时候，将土地承包出去
的农户乐得清闲。据了解，农
场主租种土地每亩地的租金
在800-1000元左右，租种费用
令农户“挺满意”。农户张先
生说：“其实土地承包出去之
后，我们更挣钱了。”

据张先生描述，他们村
中一半以上的人都希望土地
流转，其中80后、90后九成以
上的人同意土地流转。其中，
60岁左右的农民是反对比较
激烈的。张先生说：“60多岁
的老人，很难出门找工作，在
村里，60多岁还能干活，他们
也就把挣钱的希望寄托在土
地上了，不过靠地还真发不
了财。”张先生提到，粮食价
格上涨，农药化肥、机械收割
等费用并没有下降，农民的
实际收入在“缩水”，靠地吃
饭有点难！

张先生家中8口人，大约
有20亩地，每年土地承包收
入在2万左右。张先生的父亲
农忙时，还去农场打点零工
挣钱，张先生和妻子全年在
外打工，每年收入六七万。这
样一来，他们家的收入要比
在家种地时的收入还要多。
张先生的父亲说：“一家一户

的种一亩三分地，根本比不
了大型机械化生产，土地流
转是大趋势。”

张先生坦言，一直以来
“地就是命”的想法在农村老
人心中根深蒂固，早几年，谁
家地里有草都会引来村里人
的笑话，麦收秋种更是一年
中的“大事”。随着机械化生
产的加快，农民对于土地“越
来越不上心”。很多外出打工
的农民从播种到收获，中间
很少回家，任粮食自由生长。
如果家庭农场模式不断完
善，土地流转对于农户来说
是一件好事。“靠地养老靠不
住，不种地了照样挣钱，何乐
而不为。”张先生如是说。

在张先生的村中，也
不乏一些实在脱不开身在
家种田的人，这部分人会
选择租种村内土地，但费
用要比租给农场主便宜的
多。同村陈女士谈到，农场主
在选择土地时，对于土地周
围情况要求较高，一些水源
充足、耕种方便、靠近道路的
农田比较抢手。陈女士说：

“我家农田地理位置不好，人
家不租，我打听了一下，租给
村里人才三四百，想了想还
是舍不得，要是像租给农场
主那样1000元的话，我早就
租了。”

半半数数以以上上农农民民希希望望土土地地流流转转
“土地承包出去，我们更挣钱！”

葛延伸调查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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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随着文件提出，商河县的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发
展起来，截至2016年5月份，商河县家庭农场已经发展到294个。然而记者走访发现，294个家庭农场有喜
有忧，不少农场主纷纷表示要给农场换个“活法”！

刘荣章的韭菜正在养根。 除了种粮食外，果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商河的家庭农场主任重道远。（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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