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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国乐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赵 磊 乔志宇

王鲁镇，是鱼台县知名的水稻产地，
“三秋”时节，行驶在乡间的道路上，路旁
随处可见的是农户晾晒的湿稻谷与打好捆儿
排列在剥壳机旁的水稻。

“今年风调雨顺，水稻产量高，而且出
米率也高，农民有了一个好收成。”看着已
经收割完毕的稻谷，王鲁镇王鲁村党支部书
记王启龙向记者介绍。每亩地可以收稻谷
1200—1300斤，一斤干稻谷能出7两半大米，
但即使是在这样丰收的年份，一亩地算上种
小麦的收入农民也只能挣到1000块钱。

为了避免这样的困境，王启龙和村民们
商议之后，从2013年开始搞起了有机水稻种
植。“想着有机水稻卖的价钱高，怎么着也
要比常规水稻挣得多。”王启龙说。

为了种有机水稻，王启龙和鱼台县淯源
谷物种植合作社的同事没少费心思。有机水
稻的种植需要人工除草，仅此一项每亩地就

需要1000元的投入，有机肥的投入每亩地也
需要900元，在前期王启龙给稻田装上了防
虫网，结果一场大风过去之后，价值四五十
万元的投资一夜之间就打了水漂。

更让王启龙忧心的是，有机水稻的市场
前景并不好。“算上之前的种种投入，有机
水稻的成本达到每斤25元，我们把价格定在
了30元/斤出售，销路仍然不佳。”据王启
龙介绍，目前合作社的有机大米主要是通过
大公司订购，其余才是走网上销售与超市的
渠道。“现在网上的有机大米鱼龙混杂，有
的假有机大米甚至卖到了七八块钱一斤，这
让我们的产品很难有竞争力。”

但辛苦也没有白费，鱼台县淯源谷物种
植合作社在2015年正式获得了中绿华夏有机
食品认证中心对有机水稻的认证。今年是有
机水稻转换期的第4年，王启龙却决定将有
机水稻减小100亩的规模用来建设无花果采
摘园。王鲁镇位于鱼台县旧城海子与湖西旅
游码头之间，王启龙将目光瞄向了来往的游
人身上。“仅仅凭单一的有机水稻不足以吸
引游客，我们专门建立了无花果采摘园与莲
藕池，让游客到来之后不仅有的看、有的
摘，更有的吃、有的买。”在王启龙看来，
虽然现在搞了采摘园，但有机水稻一样有的
卖，游客到来之后，也会尝试购买有机水
稻。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就有数千
名游客来到基地游玩采摘。

与此同时，王启龙也在和临沂的一家公

司商谈有机水稻的合作事宜。“我们打算通
过网上卖地的方式来卖有机水稻，而非过去
将有机水稻打包好再销售的方式。”王启龙
告诉记者，买方可以直接认购一定数量的有

机水稻田，由合作社的农民来负责种植，通
过网络摄像头的形式可以让买家实时监控种
植的全过程。这样不仅拓展了销路，也能让
种植有机水稻有了保本的收益。

投入高、销路不畅、假冒产品鱼龙混杂，有机水稻种植另辟蹊径———

100亩有机稻田改建采摘园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正式出台了《关于贯彻落

实鲁发〔2016〕12号文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了今后一段时

期在“三去一降一补”五大方面的主要目标，并确定了27

项重点任务，出台45条政策措施，针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差距不足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定向施策，补齐短

板。

围绕化解过剩产能、推进去库存、管控杠杆水平、降

低成本、补齐发展短板，《实施意见》提出“三去一降一

补”五大方面主要目标。明确将妥善处置“僵尸企业”、

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推进转型升级等5项重点任务，

配套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员安置等6条政策措

施。到2020年，压减煤炭产能3556万吨，全市煤矿数量控

制在40处以内。济宁还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住房

制度改革等4项重点任务，配套完善公职人员住房政策、

扩大货币化安置比重、支持农民进城购房等5条政策措

施。将商品房去库存周期基本控制在16个月以内的合理区

间，棚户区改造2016年完成5 . 2万户，2017年完成6 . 5万

户，货币化安置比重达到50%以上。

27项重点任务

发力供给侧

□ 本 报 记 者 尹 彤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金秋十月已过去大半，收获的玉米仍在
院子里懒洋洋地晒着暖阳，播种的小麦也悄
悄地伸出绿油油的脑袋成长起来，忙碌的
“三秋”生产暂时告一段落。每当农忙时
节，谁来种地的问题总是被不断提起。

“玉米还没脱粒呢，再等等吧。”10月
19日，嘉祥县梁宝寺镇高庄村村民高玉荣看
着院里晾晒的玉米叹了口气，今年玉米价格
一路走低，已经降到7毛一斤，大家都准备
等等价格回升再脱粒往外卖。“以前价格高
的时候一块多一斤，从去年开始降价，今年

更低了，一亩地赚不几个钱。”
因为老伴儿患病、女儿出嫁、儿子在外

打工。家里的四亩多地只能靠高玉荣自己照
顾着。但高玉荣患有房颤，也不能干重活儿。

多年来对土地的羁绊，高玉荣却从没想
过把土地流转出去。“流转出去一亩地也就
300斤粮食，自己好歹干干也比这强。”而且从
2012年开始，村里免费给村民统一耕地、收割
小麦，解决了向高玉荣这样农户的大问题。

在服务村民方面，高庄村有着优良的传
统，1983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突击队的
称号。多年来高庄村一直延续着这种精神，
2012年村里组织20名青年党员、后备干部成
立了“小红帽”突击队，由村党支部书记高

玉灿任队长，义务为群众耕种、收割、运送
小麦。“村里买了4台收割机和一台旋耕
机，每年突击队分为4个组，每组配备5个人
和1辆三轮车，紧跟一辆联合收割机，确保
随收随运。”村主任高宝记介绍。

高庄村是个“木工村”，木工技艺很出名，
村里有一半人都会做木工。以前在村里及周
边经营，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外出
打工，尤以北京海南江苏最多。在外做木工，
好的一月收入能达到七八千元。

“麦收需要抢时间，可偏偏也是壮年劳
力在外务工挣‘高工资’的黄金时节，建筑
商、工厂老板为了留住工人，往往会开出比
平时要高得多的薪酬。家里留守的全是老弱

妇孺，很难完成繁重的麦收任务。”高宝记说，
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就想到了突击队。

“俺们村这些干部真是不孬，这一季光
种种收收一亩地就得110元，村里免费干，
遇到我们这种还给送家里去。不靠村里，这
地我只能荒着了。”71岁的高双勤的儿子常
年在外打工，老人独居患有腰间盘突出，家
里的一亩地老人自己勉强打理，每年麦收时
都是村里直接给他送回家。

每年，高庄村都会根据小麦长势、地质
特点等实际情况，按照成熟的先后顺序，逐
户逐地块地依次推进，人歇机不歇，昼夜加
班，科学安排，合理调度，做到忙中不乱，
井然有序。

“小红帽”突击队解秋收无人难题

□ 本 报 记 者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9月10日，看着最后的5 . 8万斤地瓜装上
了运往福建省的货车，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
大南铺村种粮大户蒋振民深深地舒了口气：
“我可算把这烫手的‘山芋’全卖完了，以
后可不敢再碰它了。”

蒋振民于2013年底以1200元每亩的价格
承包了297亩土地，“第一年种地，脾气没
了；第二年种地，青春没了；第三年种地，
钱没了……”蒋振民说着最近在种粮大户之
间流传的顺口溜，苦笑中尽是无奈，全然没
了3年前刚刚租种到土地时的喜悦和憧憬。
从去年秋季开始，玉米价格持续走跌，种粮
大户的利润遭遇“滑铁卢”。面对长期有效
的土地流转合同、接二连三的投入成本和多

年辛苦经营出的规模，种粮大户们想到了调
整种植结构。“我们包地的目的就是挣钱，
什么挣钱我们就种什么。”

调整种植结构迫在眉睫，可种什么好
呢？去年秋收后，蒋振民和牛屯村的种粮大
户宋丙学聚在一起算了笔账：“小麦一季还
好，有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格托底，挣到钱
了。但玉米价格太低，租金又居高不下，将
土地流转出的散户们不愿降低租金。再加上
农资人工等各类投入，2015年全年收支基本
持平。”与玉米行情的惨淡相比，当年地瓜
行情不错：亩产地瓜五六千斤，批发价格为
每斤七八毛钱，每亩地纯收入1000元至1500
元，老哥俩不约而同地决定下季就种地瓜。

无奈事与愿违，等真撒下了瓜秧，他们
却发现行情又变了。10月21日，当记者再次
来到蒋振民的地头，原先被挖刨不堪的土地

已归于平整，并长出了一排排嫩绿的麦苗。
但眼前的生机还是让蒋振民难掩心中的失
落，不同于小麦和玉米，地瓜从整地、育秧
再到收获要耗费一年的时间，而这一年的租
金全算在了种植地瓜的成本中。“我一共种
了40亩地瓜，收获了20多万斤，每亩地的种
植成本是2000多元，包括秧苗、农资、人
工、租金等投入，平均每斤卖二三毛钱，这
样算来每亩赔了1200多元。”蒋振民说，他
仅是粗略一算，还不敢算细账。

市场行情为啥急转直下，蒋振民后来才
知道，不仅是他和宋丙学转行种地瓜，很多
乡镇的种粮大户都大量种植了地瓜。“大批
量的上市，直接导致了价格低。”地瓜刚刚
上市时是0 . 45元的收购价，到临近收尾时才
0 . 21元，蒋振民说，按照成本来算，只有卖
到0 . 5元左右才能保证不赔钱。

既无种植经验，又无销售渠道也为失败
埋下了伏笔，宋丙学告诉记者，地瓜收获前
的一个月，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寻找销
路，“光手机话费就花了400多元。”结果还是
通过一位农村经纪人，找到了有销售渠道的
中间商。“咱没卖过地瓜，也不知道行情，人家
说给多少钱，咱就卖多少钱。”宋丙学想想
还有些委屈，他经常遇到为了赚取更多的利
润而刻意压价的中间商。更让宋丙学想不通
的是，良心菜却卖不上良心价。“有一次和
中间商商量好每斤批发价0 . 45元，他来到地
里看了看，嫌有虫眼就走了。我本身是卖农
药的，在种植地瓜时全部采用国家允许的低
毒少量的农药，种植后期的用药量也没有跟
上，而这良心之举却影响了地瓜的‘卖相’。”

种玉米每亩地赔了155元，如今种地瓜赔
了，蒋振民很迷茫，究竟种啥才赚钱？

不种玉米种地瓜，深陷价格低、渠道少双重门———

种粮大户转型之困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10月20日，在鱼台县淯源谷物种植合作社内，王启龙向记者展示刚刚收获的有机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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