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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记 者 王佳声
通讯员 步 磊 杨 静 报道

本报章丘讯 2月27日，章丘市辛寨镇辛
三村的村民刘继君“摇身一变”，成了章丘
市辛寨浩丰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刘继君是个“敢吃螃蟹的人”，现在他
有1680亩地，未来想承包3000至5000亩。2011
年，他就联合村里的多户农户成立了章丘市
春丰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
“抱团”闯市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鼓励和支持农村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后，刘继君又坐
不住了。大展拳脚必须具备“合法身份”，
他来到当地辛寨工商所咨询办理“家庭农
场”的相关事宜。 为“家庭农场”办理营业执照？这一新

课题可让辛寨工商所的工作人员犯了难。如
何界定“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的设立
是否有具体的条件限制？一系列的问题摆在
了工作人员面前。为尽快答复刘继君，该所
在第一时间请示章丘工商分局，分局及时向
济南市工商局和山东省工商局请示汇报，并
积极查阅相关政策、开展探索调研工作。在
得到山东省工商局鼓励该局开拓思路、大胆
探索“家庭农场”登记注册工作的答复后，
章丘工商分局又借鉴外地经验，通过调研、
座谈、碰头会等形式，研究摸索家庭农场的
登记办法、流程细则、发展模式等事项，最
终决定受理刘继君的登记申请，并专门为其
开通了“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服
务，免收了登记注册费。

2月27日，刘继君顺利拿到了济南市第一
张新鲜出炉的“家庭农场”营业执照。记者
看到，执照的经营范围载明为“粮食作物、
蔬菜、水果的种植与销售”，经营方式为
“家庭经营”。刘继君乐呵呵地说：“现在
我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面对“家庭农场”这一新鲜事物，济南
市工商局负责人表示，目前如何更好地界定
家庭农场这一概念，如何更好地规范家庭农
场经营行为，如何发挥家庭农场在推动农村
经济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发展过程中的
作用，仍是工商部门亟待摸索探讨的重要课
题。

目前，济南市工商局正在酝酿出台一整套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措施。

济南首张家庭农场营业执照出炉
农场主刘继君:“我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记 者 任松高
通讯员 初振华 张耿 报道

本报荣成讯 “在荣成干活儿，不用担心拿不到
工资，我一百个放心。”3月4日,来自河南省的张春
弦在荣成劳务市场找工作，不一会儿他就和一家建筑
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

张春弦的信心来自荣成今年在保障农民工工资发
放上有一项新举措，根据日前该市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通知》要
求，建筑行业相关单位在办理相关手续前，必须一次
性足额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证金由市财政局专
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减免
或缓收。在农民工工资应急清偿方面，建设单位拨付
施工或分包单位工程款要优先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今后，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该市相关部门将在第一
时间立案查处；凡有不良行为记录的单位，将被降低
承揽工程等级；凡产生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被列入黑名
单的，将不准参与荣成市工程项目建设。据了解，结
合“诚信建设创新年”活动，荣成市今年对全市开
发、建筑、劳务分包单位等进行综合考评。

目前，全市225家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企业全
部签订了《荣成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农民工工资管理目
标责任书》。

□记 者 王福录
通讯员 张 波 李荣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3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滨城区杨柳
雪镇后宋村采访，看到100多位村民已聚集在村委大
院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后宋村“两委”公开承
诺大会。10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宋元福清
了清嗓子，对着众乡亲们开始发表演说：“今年，打
算办3件事：一是投资10万元，在村东边修一条390米
长、4米宽的柏油路；二是绿化两条道路；三是投资
10万元，安装村内路灯……”话音刚落，村民们就鼓
起掌来。

“像后宋村一样，全区602个村居党支部、村委
会都在进行公开承诺，向群众亮新春新打算！”滨城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田洪健告诉记者，在以前的村
（居）干部队伍中，动力不足，“混日子”的干部并
不鲜见。为了让大家有压力、有动力，区委创新实施
差异法目标管理，并在年初开展“听民声、知民意、
我承诺、我践行”活动，让群众成为村居发展的参与
者、决策者、监督者，全力打造服务型党组织。全区
统一绘制了形象直观的村（居）“两委”班子公开承
诺流程图，构建了定诺——— 承诺——— 践诺——— 评
诺——— 定诺闭环式运行机制。到2月底，全区602个村
居共确定承诺村居差异化目标任务2042个，40%以上
的村居都有经济类“造血”项目。

荣成：对拖欠

农民工工资零容忍

滨城区602个村两委

新春亮打算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进 报道

本报莱芜讯 记者近日在莱芜市钢城区统计局了
解到，2012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
达到11276元，比上年增长13 . 01%。其中工资性收
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分比去年同期分别有
所增长，收入结构也更加合理。

工资性收入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2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7438元，同比增长
14 . 56%。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大项目
建设成效，一批批大项目、好项目的落成，进一步活
跃了农村市场，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
机会。

钢城大项目建设拉动

农民人均年收入破万

刘继君（左）喜领营业执照。

□记 者 王吉祥
通讯员 张美荣 高永成 报道

本报兖州讯 兖州市在农民自愿、政府鼓
励的基础上，以土地流转为平台，发展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式经营。2月28日，记者采访了新兖
镇杨庄村家庭农场主杨建军。

今年42岁的杨建军有个三口之家，种植了
350亩粮田，在兖州家庭农场的规模中属于中等
水平。他种的地是从本村农民手里流转出来
的，由于土地原来属于瘠薄地，流转费是在过
去三年每亩600元的基础上今年才上调至800元。
在当地，其他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费都在千元
以上。

记者最关注家庭农场的效益。为此详细记
录了杨建军家庭农场去年的流水账：小麦斤价
一块二、亩收入1320元，玉米斤价一块一、亩
收入1540元，两季合计亩收入2860元。粮食直
补、农资综合补贴每亩125元，小麦玉米良种
补贴每亩20元，秸秆还田每亩补贴10元，各种
补贴合计155元。省里对超过300亩播种面积的
种粮大户每亩奖励230元，市里奖励10元，市
里对流转土地第一年一次性每亩奖励100元。
杨建军去年每亩粮田的综合收入应该是3255
元。

杨建军（左）维修农机准备春耕。

杨建军家庭农场的每亩支出情况是，每亩
400元的肥料投入，农药和种子投入60元，小麦
玉米六遍水的投入100多元，每亩的雇人费用50
元，耕耙收种的机械投入每亩350元，合计每亩
960元。一次性投入最大的是春天先交流转费再
种地，2012年每亩600元。合计每亩总支出1560
元。收支相抵，杨建军家庭农场去年的每亩纯

收入是1695元，350亩家庭农场的纯收入达到了
593250元。种植粮食一年有59万多的纯收入，对
一个农场主来说是高效益的。

今年31岁的同村村民郭娟告诉记者，她家4
口人的6 . 8亩土地全部流转给了杨建军，家里已
经不关心农业的任何事情了，丈夫在企业上
班，自己也可以在照看孩子的同时打工挣钱。
杨庄村大多数农户都把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
走出家门外出从事二三产业。家庭农场接收了
农户自愿流转的土地，规模经营产生规模效
益，实现了土地承包户与种粮大户的利益双
赢。

谈到家庭农场的规模，杨建军因为拥有35万
资产的农业机械，完全有能力再扩大种植面
积。但是，作为生产小麦玉米两季粮食的家庭
农场，规模超过500亩，将面临很难解决的玉米
堆放晾晒问题，所以杨建军打算今明两年将家
庭农场扩大到500亩就不再扩大规模了。兖州市
在设计现阶段家庭农场的规模时，就不鼓励太
大，500亩就算是最高限了。

据悉，兖州目前土地全部流转的村有20多
个，经村委会或镇经管站备案的土地流转面积
近5万亩，发展1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大户近60
户。

杨建军：我的家庭农场流水账

□孟一 梅花 报道

3月5日，近200名曲阜机关
干部正式加入志愿者协会。根
据要求，每名志愿者每月参加
活动时间不少于4小时；每年至
少参加志愿服务48小时。

当天在活动现场，志愿服
务“新人们”分赴全市5地开展
卫生清扫、植树等活动。据悉，
服务队将根据机关干部所在部
门、擅长的业务领域分为5个小
组，分别为园林、森林、生态、卫
生、环保服务组。分支机构各设
队长一名，负责按照自身主题
和侧重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并自觉接受组织统一安排，接
受工作检查。

机关干部

当起志愿者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席 真 孟昭福

吴铭友，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镇刘庄村一
位普通农民，种菜种得越来多，越来越门道，现
在有“家庭农场”500余亩。3月6日上午，记者听
他讲述了“家庭农场梦”。

在刘庄村，远远就能看到田野中耸起一个
个排列整齐的大棚。这片总投资700多万元的

“东昌菜园”占地280亩，共有30个高标准建设的
日光温室冬暖式栽培大棚，70个钢骨架无柱大
拱棚，还有个10亩的养猪场。菜园集养殖、种植
于一体，通过菜叶喂猪、猪粪为肥，形成生态循
环的发展模式。

大棚卷帘机、变压器、机井……以往因为土
地分散，普通农户无力购买安装这些设施。吴铭
友以一亩地1000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
后，不仅投资买来了大棚卷帘机、安上了变压器、
打好了机井，还修整了直通菜园的路，方便拉菜
装车。吴铭友说，“现在我已经辐射带动了2000户
农民种菜致富。这片菜园建好后，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周边3个乡镇万亩地的农户都能被辐射带
动进来，到那时，大家就能共同致富了。”

吴铭友的感悟： 走规模化的道路，更有利
于盘活土地资源。只有带动更多农民参与进来，
家庭农场才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吴铭友的种植基地，用保鲜膜封好的蔬
菜装箱，正在装车。吴铭友介绍说：“我注册了

‘甜翠’牌商标，打响了自己的品牌。这是我们直
销VIP客户的精品菜，直接送货上门。在济南、
聊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客户群。5千克一箱，每
箱60元。每月能销售1000多箱。此外还供应聊城
及周边城市的各大超市。市场上菜价的波动，对
我已经没有影响。”

“种菜要选品种，除了供港的100亩白菜，我
种的另外100亩白菜，也价格可观。像韩国秋宝
大白菜是经过我们多次考察选中的，帮薄脆甜，
很适合凉拌吃，很多客户都点名要。”吴铭友说。

为确保蔬菜质量，吴铭友与山东蔬菜研究
所等科研单位合作，建立了科技开发服务中心。
他还专门设立了100多平方米的果蔬产品质量
检测化验室，对每一天、每一批的蔬菜配送都进
行严格检验检测，配送货物时附带检测报告。

吴铭友的感悟： 蔬菜种植和销售要摈弃
小农意识，走专业化和企业化运作之路，不仅
要打响品牌，更要引导种植户向科学的种植模
式走，很多地方蔬菜品牌盲目追求产量，如果
不能保证蔬菜品质，同样不会被市场所认
可。”

吴铭友和他的

“东昌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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