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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郑兆雷

今年，茌平县冯屯镇种“合同蒜”的农户
又都发了。

记者在镇党政办一摞表格中看到：全镇3
万亩“合同蒜”涉及36个村、8000户蒜农，种植
规模最小的户，一亩地收了1800斤鲜蒜还有
2678元蒜薹款入账；规模大的户，获利几十万
元的大有人在。朱庄村一个叫朱成民的种了
600亩蒜，光蒜薹就收入150多万元，成了当地
的“蒜大王”。

“合同蒜”链条“上游”的银行、蒜商也没
闲着：银行放出1 . 3亿元蒜薹专项贷款，蒜商
的32座恒温库里绿绿的蒜薹塞得满满当当。

“合同蒜”咋回事？这是冯屯镇从1998年
起就主推的一种订单农业模式：每年秋种蒜
时，由蒜商和蒜农签订合同，约定来年保护
价；次年，蒜商到村头地边设磅，统一收购，待
蒜薹全部入库，根据国内市场平均价格协商
确定结算价；最后通过农村信用社直接划款
到蒜农账户。

掐指算来，该镇的“合同蒜”已推行17个
年头。“合同蒜”，为什么行？6月中旬，记者带
着好奇，寻找答案。

蒜商蒜农咋对接？

贵时协商，贱年保底

布袋梁村西，有座“绿丰源恒温库”，红瓦
顶白灰墙格外显眼。布袋梁村1250亩蒜田生
产的170万斤蒜薹，通通进了这座“冷宫”。

“今年市场上蒜薹平均价一块六，可俺
硬给蒜农二块零六分。这价是俺跟村里5名
干部、 2 0名蒜农代表‘价格协商’的结
果。”刚见面，“绿丰源恒温库”经理梁保
泉就“显摆”开了。

“啥叫‘价格协商’？”梁保泉解释：就是恒
温库收蒜薹时不规定价格，只登记村庄、姓
名、数量，待蒜薹入库后，再根据市场价格变
动情况，以库为单位，由蒜农代表、库老板、村
组干部“三方会谈”确定结算价，

记者忍不住追问：为啥搞“价格协商”？冯
屯镇党委书记韩刚告诉记者：冯屯镇3万亩大
蒜，全是产薹为主的白蒜，蒜薹自然保鲜只有
三五天，一旦卖不了就是干柴禾。由于上市集
中，每到收获期总要上演价格“过山车”，像今
年最高每斤2 . 7元，最低每斤1 . 2元，市场上足
有20多个价格，没有“价格协商”，蒜商蒜农就
会“两头怕”——— 蒜农怕卖不了、卖贱了，蒜商
怕买不到、买贵了。

“价格协商”咋协商？韩刚介绍，蒜农代表
由“海选”产生，每名代表背后至少有二三十

户蒜农；协商时依据苍山、金乡等20个县市近
期的蒜薹价格进行加权平均，经集中“侃价”、
表决确定。今年，32家恒温库每斤2 . 0元和2 . 1
元不等的结算价就是这么定的。

“价格协商”让价格随行就市，但有个“铁
规矩”却17年不变：遇到贱年，不管跌到什么
程度，凡签合同的蒜农一律享受“保护价”，保
证一亩蒜至少有二亩麦的赚头。

布袋梁村的“铁杆蒜农”许荣山从1998年
就开始种植“合同蒜”。全国蒜薹最贱的2007
年，有的地方一斤蒜薹四五分钱，老许家17亩
蒜薹是按1元／斤“保护价”卖的；2012年，“算
你狠”带来高价，他种的38亩蒜，每斤蒜薹卖
到3 . 1元，比当年1 . 4元的“保护价”高出1 . 7元；
去年秋天，签的“保护价”是每斤蒜薹2元钱，
今年结算2 . 06元／斤。统算起来，一亩蒜蒜薹
加蒜头挣多少呢？3000元左右！

韩刚告诉记者，“合同蒜”让蒜商蒜农找
到利益共赢点：蒜商有了稳定的货源，蒜农有
了稳定的收益。靠着“合同蒜”，该镇大蒜种
植、收储一体化模式已运行17年。今年3万亩
大蒜所产的3900万斤蒜薹全部进入镇内的恒
温库，从5月29日起，8000多万元的蒜薹款已陆
续“流进”蒜农的腰包。

银行蒜商咋联手？

有难同担，“贷动”链条

在冯屯镇，农村信用社主任孙新岩“救
市”的故事很出名。

原来，2 0 1 2年镇里有1 2家恒温库“赔惨
了”：“那年蒜薹出库成本每斤3块多，市场价
却仅有一块五毛钱。有赔100万元的，有赔200
万元的，最多的一家损失300多万元。连跳楼

的心都有！”
但孙新岩没有急着带人上门逼账，而是

一个个约谈、分析原因、商量对策，主动帮
他们把即将到期的2000万元贷款延期一年。5
个月后新蒜薹上市，又帮他们追加了1000万
元贷款，用于支持蒜薹收购。2013年，这12
家恒温库顺利“翻身”，最终还上了3000万
元贷款的本息。

为什么“救市”？孙新岩告诉记者：“救市，
也是救我们自己。恒温库贷款是用来收蒜薹
的，蒜农拿到蒜薹款来年才能继续种蒜；如果
不贷款，恒温库就不能兑现“合同”，蒜农就不
会继续种蒜，蒜产业就完了，恒温库这个‘大
客户群’自然就不存在了。”

除了非常举措，冯屯镇农村信用社用于
蒜薹的日常贷款同样不少。据悉，今年，该信
用社就贷出1 . 3亿元蒜薹款，占全社总贷款的
70%。

如此份额，会不会有风险？孙新岩介
绍，该镇10年前就配合“合同蒜”建起“大
联保体”，由全镇32家恒温库组成，每家授
信200万元—500万元不等；每户成员按其授
信额度3%—5%出资，组成“风险保证基
金”，开设专户，用于担保；贷款时，实行
“一户贷款，其他户联保”。今年“绿丰源
恒温库”的1 5 0万元贷款就是梁保泉借助
“大联保体”贷出来的，加上有400多万元
的“风险保证基金”，风险自然小很多。

利率也是蒜商们普遍关心的。梁保泉说：
“农信社给俺的贷款月息只有6‰，比一些银
行少了4厘多，光利息一年能节省7万多元。”

调查发现，蒜薹贷款利率大多在4 . 25‰的
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50%，由于农信社
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比重大，存贷差小，农信
社基本属于微利经营。

农信社与恒温库联营，破解了蒜农的销
售难，稳定了蒜商的原料供应，也让信贷风险
降至最低。17年间，冯屯信用社放出的蒜薹贷
款死账坏账几近于零。

“共生效应”咋放大？

政府助力，保根护本

冯屯镇恒温库多，是因为有种蒜的；农村
信用社贷款多，是因为恒温库收蒜薹。运行17
年的“合同蒜”，让该镇形成一条独特的共生
链条：“蒜农——— 恒温库——— 信用社”。其中，
蒜农的蒜薹是这条链的纽带。蒜薹的多寡，直
接影响恒温库的货源采购，决定农信社的信
贷投向。假如没有种蒜的，“挨饿”的恒温库只
有转产或关门，信用社与恒温库的“蒜联盟”
也不复存在。归根到底，这条链条的“命门”攥
在最弱势的蒜农手里。

过去农民粮食收益比较低，种蒜哪怕只
好一点点，也会种蒜。但现在农民“边打工、边
种粮”，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块，种粮靠机械，粮
食不减产，自然不愿种蒜。冯屯镇周边曾有过
两三千亩大蒜，这几年都消失了。

种蒜投入大、费时费工也是农民不愿种
蒜的原因。冯屯镇大蒜协会会长马新生告诉
记者：“大蒜的投入比较大，1亩地蒜种是700
多斤，按去年每斤1 . 45元的价格，就是1015元，
再加上薄膜、化肥，一亩地的成本少说也有
1500元。大蒜还比较‘费事’，种的时候要一瓣
一瓣地种，出苗后要一棵一棵从薄膜里往外
抠，采薹期很短、就二三天，一人一天只能采2
分地，一亩地雇工的成本又是500元。统算起
来，一亩地总成本达到2000元。种蒜代价大，
收益不稳谁敢种？”

更可怕的是从“蒜你狠”到“蒜你贱”的“暴
涨暴跌”。冯屯镇虽然用“保护价+价格协商”帮
蒜农避免了价格“过山车”，但既买又卖的恒温
库在出库时遇到的市场风险却无法避免。2012
年，冯屯镇12家恒温库“赔惨了！”就是明证。不
是农信社“救市”，恒温库就得关门，来年蒜农种
蒜财路也就断了。这也是蒜农最担心的！

保护蒜农，冯屯镇不遗余力。去年秋季，蒜
种紧张，镇里随即抽调30名机关干部四下江苏
射阳购进200万斤蒜种，不仅让800余户蒜农种上
蒜，还节省40万元成本。今年，这些蒜蒜薹最高
产量达到1800斤，比往年增产300多斤。

“价格协商”更是对蒜农的照顾。该镇连续
17年在蒜薹收获时节，派出“价格信息员”分赴
苍山、金乡等大蒜产地，负责大蒜供求、市场行
情等信息的搜集，提供精准的“价格导航”。今
年，镇里32家恒温库的“价格协商”前，信息员们
就提供了20多个县市近期的蒜薹价格。

该镇还多次组织农信社与恒温库的“银
企对接”，今年梁保泉150万元贷款就是镇
里“撮合”的，月息6‰的利率也是镇里帮
他谈下来的。

政府助力，保根护本，“银企农”共生效应
逐渐放大。目前，大蒜面积保持稳定，恒温库
经营向好，农信社回款无忧，“三国演义”正在
良性循环中实现共生共荣。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桑蕊 李前进

以前到了浇水时节，宁阳县鹤山乡罗山社
区的村民们都得拉着柴油机、水龙带排队等着。

“家家户户都有‘小白龙’，俺家里现在还有十多
盘呢！”72岁的张洪春大爷6月8日对记者说。

张大爷说的“小白龙”，就是浇地用的水
龙带，一盘“小白龙”长50米，从井口拉到自家
地里，一般都要铺两三百米，用完之后，卷水
龙带更是个费力气的活儿。

可前不久，西罗山村村民们家中的“小白
龙”都集体“下岗”了。“这都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的功劳。”鹤山乡农办主任张广志说，

去年上半年，宁阳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把
7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选在了罗山社
区，10月项目开工，经过半年多建设，社区农
业生产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广志介绍说，该项目涉及该乡西罗山村、
中罗山村、东罗山村等6个行政村，项目区建设
首先把引汶干渠通到了这里，充分补充了地下
水，又新打机电井24眼，修复机电井27眼，维修大
口井26眼，把壕沟和暗管都修到了田间地头，村
民刷卡用水，连山坡地都能浇上水了。

让村主任张振豪欣喜的是，村里本来有部
分黑土地，项目建成后，今年村里来了谈生意
的，有想承包种优质粮食的，还有想种经济作物
的。“本村里承包一年300斤麦就行，承包给外地

怎么着也得800斤吧。”这消息一出，村民们也来
了精神，开始嘻嘻哈哈地议论着价格。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确确实实给农村
带去了实惠，尤其是像罗山社区这样本就不
富裕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的地区。”宁阳县农业
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吕荣金说，鹤山乡这个
7000亩是去年全县4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之
一，主要是上级财政资金，总投资805万元。

为解决管护问题，项目区组建了管护队伍，
除按规定提取1%项目财政资金作为管护资金
外，乡镇列支专项资金作为管护经费。项目区基
本实现了综合节水灌溉，4个项目改善节水灌溉
面积2 .1万亩，年节约水量187 .84万立方米。

在路旁记者发现，很多树苗都是被人细

心养护的。“树苗是按地头‘送’给村民的，这
样他们也能有养护的积极性。”县农开办业务
科工作人员说，项目区规划采取农田防护林
与道路绿化相结合方式，形成一个完整的防
护体系。4个土地治理项目共营造农田防护林
植树5 . 2万株，建设高标准防护林网2 . 1万亩，
带来的生态效益也非常可观。

从2009年被列为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程示范县以来，宁阳县已建设高标准农
田9 .2万亩，涉及6个乡镇，让60多个村受益，建设
出一大批集中连片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
相适应的优质良田。“农民手里拿着张卡就能浇
地，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像‘小白龙’这样的
老物件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吕荣金说。

“合同蒜”，为什么行？
——— 看茌平县冯屯镇“银企农”的共生效应

“小白龙”下岗记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冯冬梅 任晓敏 报道
本报德州讯 6月14日晚11点，随着最后一辆运粮车回

来，陵城区德强农场的万亩小麦全部实现颗粒归仓，这场浩
大的麦收“战役”一天告捷。“是大数据帮了我大忙！”农场总
经理冯树强说。

在德强农场，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让其更像一家工
厂。农场建有省内唯一正式运行的大田农业物联网，有信息中
心、泵站监测、时针式喷灌机监测、气象站、视频安全监控和墒
情监测6大系统，构建了“水网、电网、路网、林网、信息网”五网
一体的现代农场大体系，信息中心作为中央控制平台，直接

“链接”省农科院，并对其它5大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为
科学管理农作物提供重要数据。农场将种子、土壤、浇灌、肥
料、人工等一系列作业全部用物联网记录，再通过自主开发的
软件，进行大数据分析，为耕种、收获等作业计算出最佳人力、
物力配给，从而降低成本投入，实现效益最大化。

“多天前，我们就开始对小麦和土壤水分进行监测，今天，
小麦含水量降到14%以下，达到最佳收割标准，可以直接入
仓。”冯树强说，“而且我们在收集去年麦收数据的基础上，对
农场田间道路、收割路线、物人配比等进行最佳配比，比如南
许村南那块400亩麦田，按照原有的田间道路，在收割时需要2
辆运粮车绕村把小麦运到储粮点，才不会出现怠工。而经过大
数据分析，如果把其中一块麦田开辟为临时通道，变绕行为直
达，只用一辆运粮车就能满足供应，而且速度还能提升30%。”
冯树强说。在这种优化设计下，整个农场投入的运粮车从去年
的214辆减少到今年的180辆，加油车比去年减少2辆，质检、过
称、入库、导引等服务人员数也比去年减少18%。

“大数据甚至计算出地里作业人员用餐，吃包子比吃馒
头菜平均节省时间7 . 6分钟，因此今年麦收工作人员的三餐
供应全是包子，大家都管这叫‘战斗包’呢!”冯树强打趣说。至
于加油车、维修人员如何布点才能在最短时间内供油、维修到
位，质检、过称如何协调才能让小麦最快入库等，大数据都给
出了最精确的答案。投入的人力、物力虽然减少了，但是作业
效率却大大提升。去年万亩小麦收获用时两天半，今年仅用了
一天，麦收总成本比去年降低了20%以上。“今年麦收的所有
数据我们都进行了收集，经过精确计算分析，我相信明年麦
收我们的效率还能提高。”冯树强信心满满地说。

大数据作支撑，
万亩小麦一天归仓

德强农场去年万亩小麦收获用

时两天半，今年仅用一天，麦收总成

本比去年降低20%以上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张凡茂

“村西头至新庄主要道路约440米，雨天村民出行困难；
村东约300米既是村民生产路也是出行道路，两条路都急需
硬化。可否请交通部门的负责同志予以答复？”6月3日，在兰
陵县省派第一书记“每月大家谈”现场，尚岩镇西湖村“第一
书记”王鑫率先发问。

“这两条道路前几天我们已派技术人员进行了实地摸
底丈量，已列入建设计划。”兰陵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徐安军
当即回复。他还介绍，今年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道路建设计
划共46 . 8公里，涉及尚岩、车辋、金岭三个乡镇28个村。目前
正在进一步梳理这批帮包村道路建设需求，全面摸清扶贫
村道路情况，核实道路建设计划。

“调研中发现农民合作社贷款综合成本都达到将近百分
之十五，且还款期限太短，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村
南蔬菜生产区用电由村内变压器引来，最远处约3000多米，电
压不足，水泵常常不能使用。可否请供电部门的负责同志予以
答复？”“能否对行业扶贫政策进行灵活调整，免去自来水入户
费，提高入户率，避免资源浪费？”话匣子一打开，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会议现场氛围紧张而又热烈。22位省派“第一书记”纷纷
就在任职中碰到的棘手问题寻求解决方案，28位县直行业部门

“一把手”现场耐心给予回复。由于此前一周，已经将相关问题
通过书面方式进行了对接，大部分问题得到明确解答，少数问
题则还要继续进行具体沟通：“局长，散会后，能去你办公室详
谈吗？”“欢迎随时‘骚扰’！”

兰陵县的省派“第一书记”和其它地方一样，平时工作
主要在镇村，但是每月他们都要“聚一聚”，当天就是他们的
第四场“每月大家谈”，内容颇为丰富：各“第一书记”工作组
谈进展，聊打算，比学赶超的氛围浓厚；除了与行业部门对
接解决实际问题，当天还邀请了省扶贫办规划处处长宋民
就大家普遍关心的如何立足帮扶对象实际、用好扶贫资金
实施精准扶贫进行了详细讲解；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张
健介绍了当前基层党建工作中需要关注的新问题、新情况。
此外全体“第一书记”还集体进行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通过交流，各相关部门与‘第一书记’之间得以顺畅沟
通，抓党建促脱贫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样
的活动今后我们将月月搞。”兰陵县委挂职副书记王军表示。

“每月大家谈”
谈出了实效

“农”字新解

□郑兆雷 报道
茌平县冯屯镇蒜农采摘丰收蒜薹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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