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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王迎波
通 讯 员 王 波 文登报道

“以前总羡慕人家城里人住得
好， 如今我们村住的比城里人还要
好， 很多城里人都在我们这里买了
房。房价已经涨到 3000多元一平方
了。 ”18日（正月初五）上午，正在
湖边散步的文登市金岭屯村村民于
华亮自豪地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如果不是已经出了文登市区
10公里，很难把这里归为农村。 与
低矮平房横七竖八、 鸡鸭鹅到处乱
跑、房前屋后污水横流、雨雪天泥泞
不堪的印象中的农村不同， 眼前的
金岭山庄社区却是另外一番风景：
小桥流水，松林水库，花园洋房，公
园、 健身中心等各类休闲娱乐设施
一应俱全。每天 10个班次的免费班
车，拉近了这里与市区的距离。只有
社区东南角的大槐树， 留下了这里
曾经是村庄的记忆。

社区的北侧是金岭屯村村民的
安置房， 于华亮家在最北边一排的
4楼。 北窗外就是人工湖、松林和休
闲公园，景色怡人。于华亮的爱人正
与邻居们玩着当地流行的“保皇”
扑克游戏。

在于华亮 90平方米的新居里，
没有胶东农村常见的土灶、土炕，做
饭用液化气和电磁炉、 电饭煲等电
器，与城里人没什么两样。于华亮的
爱人告诉导报记者，“刚开始不太
习惯，晚上老睡不踏实，现在已经习
惯了，干净卫生。没想到我们也过上
了城里人的生活。 ”

于华亮说， 惟一的遗憾是住进
来 3年了，还没有通上暖气，睡觉得
用电褥子。 “西楼社区党委书记鞠
小平已经在年前的党委会上明确表
态，今年年底之前，一定会让全社区
都用上暖气。 ”在一旁的金岭屯社
区的物业经理林治杰补充道。

于华亮的爱人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别见怪，老于不会说话。村里给

每家都发了一个电暖气， 每年冬天
还补贴 1000度电费，够用了。 其实
就算没有暖气， 也比以前住平房暖
和多了。”说着她领着导报记者走进
主卧室，南侧是 3米高的落地窗，拉
开窗帘，阳光尽情地射了进来。

金岭屯村原本是文登市一个发
展相对落后的村庄，4年前，西楼社
区与金岭屯村实施强弱联合， 由西
楼社区投资 1.2亿元在金岭屯村的
原址建设金岭山庄新型社区， 同时
还建起了大型无公害蔬菜大棚、豆
腐坊、榨油厂等经济实体，原金岭屯
村的村民变成了新社区的工人。 村
里的年轻人都被安排到了西楼集团
的酒店和电缆厂等效益好的单位工
作， 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四五十岁
的中年人， 工作内容也与以前几乎
一样， 有人负责园林， 有人从事养
殖，还有人种地。
“以前给自己干，现在给集体

干，每天工作 8小时，每月领工资，
没有一点压力，挣得还多。 ”于华亮
说， 他们两口子原来靠种地每年收
入三四千元， 出去打工还能挣四五
千元，一年毛收入也就七八千元。于
华亮现在是村里的中层管理干部，
每年可以挣 2万多元， 他的爱人在
蔬菜大棚工作，每年能挣 9000元左
右。“这笔钱几乎就是净收入，村里
每月还给每人发 170元的超市票，
可以买菜、买肉，逢年过节还发油米
面。 ”于华亮说。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建材下乡”，支持农民自建房和集
中建房。在文登，当地通过启动经济
强村兼并周边弱村和大企业整建制
兼并改造旧村推进农村居住工程，
而“建材下乡”无疑将加快这一进
程。目前，金岭山庄社区一二期工程
已经竣工， 可入住 1500户居民，已
有金岭屯等两个村完成了整体搬
迁。 今年“五一”前，吴家庵村也将
迁入，3年内周边 11个村庄都将实
现合并。

文登新农村的
别样城里生活

◆导报记者 周晓艳 东平报道

17日（正月初四）上午，阳光和煦，
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井庄村的农田里
已经是绿油油一片。经济导报记者跟随村
民刘志广来到田间， 看着长势良好的小
麦，他喜笑颜开。“不仅没有税，补贴还年
年涨，种粮越来越划算。 ”

细算刘志广去年种粮的收支账，揣进
荷包的实惠越来越多。虽然农资价格不断
攀升，但粮价涨了，补贴也多了，种地成为
“香饽饽”。

成本递增

先来看看刘志广的种粮支出。
刘志广种植小麦和大豆， 一年一茬。

小麦的种植成本比较高，肥料是重头。 小
麦需要施肥两次。 苗期一次，施用较为便
宜的普通化肥即可（1800元 /吨），按一
亩地需 70 斤来算， 花费大约是 63 元 /
亩；另一次刘志广则选择效果好但价格偏
高的复混肥（140 元 / 袋），一亩地平均
要用 1袋半，花费是 210元。

其他诸如浇水、打药、收割等费用也
不少。 刘志广介绍说，浇水和打药一年至
少两次，打药每次一亩需要 15元左右，浇
水则需要雇工，费用是 20元 /小时，一亩

地至少需要 1.5小时，加上乡里每年收取
水费 15元 /亩， 这两部分花销共计 105
元 /亩。村里会租用收割机来统一收割小
麦，费用一般是 100元 /亩，预留小麦种
子费用是 10元 /亩， 耕地花费 45元左
右。 总计下来，小麦的种植花费至少需要
533元 /亩。

由于没有雇人和租用机器的费用，大
豆种植费用要比小麦低一些。按照刘志广
所说的耕地、良种购买、施肥和打药等所
有程序来算， 大豆的每亩种植成本约合
400元。 刘志广家有 5口人， 人均 1.8亩
地，由于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孙子年纪尚
小），9亩地都是刘志广夫妇操持。一年下
来，种粮成本达 8400元。

最让刘志广头疼的是农资价格，“去
年仅化肥就要增支 300-400元。”由于化
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连年攀升，种粮
成本逐年递增。 虽然 2009年化肥价格曾
一度低位徘徊， 但因为缺乏市场信息，刘
志广并没有赶上最低价。

缺乏信息 增收受限

由于没能充分掌握市场信息，刘志广
在售粮上也吃了些亏。 2009年市场价格
有所提高，但他却没卖出好价钱，增收也
受到限制。

去年，小麦价格最高达到 1.03元 /斤，
大豆价格最高则到了 2.10元 /斤，而由于时
机没掌握好，刘志广出售时只有 0.90元 /斤
和 1.80元 /斤。 按小麦每亩收 900斤、大豆
400斤来算，种粮收入是每亩 1530元。

如此算下来，刘志广的 9亩地，去年
为他带来约 5400元的纯收入。 虽然月均
收入仅为 450元， 远远低于外出打工的
收入，但刘志广却十分满足：“前几年，一
年辛苦下来常常一分钱不赚，甚至赔钱；
现在不仅免税，粮价也在涨，种粮越来越
划算。 ”

补贴可观 争着种地

对于粮食直补， 刘志广也颇为满足。
“我们家的‘齐鲁惠农卡’ 去年多出
755.73元，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钱呐，对于

种粮来说，很可观。 ”
导报记者了解到，2009年 3月，山东

省将全省平均粮食直补标准提高至每亩
83.97元，比上年提高近 20元，增长数额
为 2004年来最大。

力度如此之大的直补，让越来越多的
农民看到种粮的实惠。 据刘志广介绍，有
些外出打工的家庭会把农田租赁出去，前
些年由于种粮无利， 即使免费也无人问
津， 但随着种粮收入的提高， 种地成为
“香饽饽”。 井庄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尤其
是 50-60岁的中年人，都争着租赁耕地，
“没有亲戚关系，根本租不来。 ”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
农”， 让刘志广对增收充满信心。“每亩
13元的种粮直补不说，外加 80多元的综
合补贴，还有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
希望这些补贴年年有。 ”

◆导报记者 刘勇 济南报道

2009年 7月毕业一直到年前， 参加
了无数次招聘会，每期报纸的招聘版面看
了又看，简历发了近百份，可就是没有找
到一份适合的工作，这是大学生小方的求
职经历。

小方是经济导报记者一个亲戚的孩
子，大年初一下午导报记者去拜年时他不
在家。 小方母亲嘱咐说：“大过年的，最好
不要问他找工作的事。”说话间，小方拜年
回来了，脸上看不出一丝过年高兴的笑容。
“去楼上我的房间谈吧。”小方说着就

拉导报记者走，“我不想当着父母和这么
多亲戚的面谈找工作的事，太丢人了。 ”

楼上的温度比较低，只有 3℃。“呆不
了多长时间，不用开电暖气，给家里省几
个钱。 ”小方说。

大学毕业后，小方就开始了漫长的求
职路。 白天，去人才市场转，晚上打开电

脑，再在网上找。 小方通过网络发出了数
不清的求职信，但都石沉大海。 “没想到
现在找工作这么难，网上求职从来不敢提
出月薪 1500元的要求。 ”

小方也曾获得某些企业的青睐，但由
于某种原因被小方拒绝了， 转而继续求
职。 “其实那些企业多数是保险公司，而
且还不是公司招聘，只是一些部门经理自
己刊登的招聘广告。看着招聘广告上说得
那么好，但现实情况是没有业绩一分钱也
拿不到。 ”

其实，小方有几次也差点成功。 经过
了初试和面试，但不知道为什么总在最后
一关被对方拒绝。

小方略带无奈地告诉导报记者，他曾
经到一家大型企业去应聘，在经历了初试
和面试后， 招聘负责人对小方比较满意，
只等着老总拍板决定了。可 3天后他得到
的答复却是面试不合格，而他私下了解到
的情况是，因为有熟人找老总，所以他的

名额被人家顶了。
而另一次的应聘则让小方愤怒不已。

去年 11月，听说济南公交公司招人，他就
去应聘，但第一次面试失败。随后，家里的
亲戚给他托了关系， 准备进行第二次面
试。 就在第二次面试之前，所托人的一句
话让小方异常愤怒。“对方让我掏两万元
钱给他，让他走关系，好把我招进去。当时
我就急了，凭什么啊？！ ”
“今年这个年过得一点儿也不舒服，

没有工作， 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好
像我是啃老族。 同学聚会也不准备去了，
没有工作同学也会低看你。其实我也想有
个工作， 但总不能找个不适合的工作吧。
年后再继续找， 大不了去商场站柜台
去。 ”小方点上一根烟后，淡淡地说。

见导报记者要给他拍照，他连忙扔下
烟， 找到以前剩下的摩丝抹了抹头：“要
上报纸了，怎么也得精神点儿。 ”说完他
笑了笑。 这是见面后小方第一次笑。拍完

照片后，小方表示让导报记者给他多留几
份报纸。 “以后再去应聘就带着报纸去，
弄不好别人看了就会要我。 ”
“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年后马上开始

找，争取两个月内上班挣钱。 ”

“争取两个月内上班挣钱”

◆导报首席记者 王延锋 河南宝丰报道

新农合正在深入农村各家各户的生
活， 并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对
此， 河南省宝丰县赵圪垱村的王朝水深
有感触。 去年，他因重病住院花了 1.4万
多元，新农合为其报销了 5000多元。

运行 3年之后，新农村医疗合作机制
正在升级。 去年岁末，王朝水便如往年一
般办理了新农合医疗， 但他并没有像往
年一样收到医疗本，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
新农合医疗卡。 与之匹配的是，包括赵圪
垱村村医王峻峰在内的宝丰县各村医，
都已经配备了电脑， 往年繁琐的文本操
作将在今年升级为简便的刷卡操作。

这都归功于在该县推行的新农合统
筹门诊试点。 试点成功之后，将在河南全
省乃至全国展开。

统筹门诊试点将给新农合的软件机
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对于农民来说，变
化之一是需要缴纳的资费增加了———往
年是 20元，今年则增加了 50%达到 30元。

但最重要的是报销的机制发生了变化。
在新农合运作中， 农民看病报销可分

为两部分：小病门诊报销和大病住院报销。
往年，农民到乡村门诊就医时，医疗

费用可全额在其所缴纳的 20元医疗基金
中报销，直到 20元花完；如果 20元没有
花完， 则自动转结至该农民下年的账户。
如果因大病住院治疗，则按照医疗费用的
30%至 70%报销。

在这样的机制下，农民可谓“稳赚不
赔”：一年平平安安，自己账户中的钱下
一年用；有了小病，花个二三十块，从自己
缴纳的费用中扣除；万一得了大病需要住
院，则可以享受政府的报销补助。

但新方案却改变了农民“稳赚不赔”
的情况。 “大病住院报销，还是按照往年
的规则运行。 但在门诊看病时，报销方案
变了。 ”

在新方案中， 农民在农村门诊就医
时，只能按照医疗费用的 30%报销，而不
再是全额报销。 而且，农民只能在本村或
者乡镇卫生所看病时才能报销，其中在本

村卫生所的报销总额上限为 22.15元，在
乡镇卫生所的报销总额上限是 7.85 元。
如果农民缴纳的 30元医疗基金有剩余，
来年自动充公。

宝丰县东火山村的王晓东算了一笔
账：“先说在乡镇这 7.85 元的报销额
度， 谁会因为一个小病跑到乡镇医院？
而且最多能报 7.85元。 再说，在村里这
22.15 元的报销额度， 因为报销比例是
30%，要收回这 22.15 元，那就要吃 73.8
元的药。 如果平常身体还可以，谁能吃
那么多药？ ”
“不划算”。 这是绝大多数农民对新

农合统筹门诊试点方案的评价。 更有很
多农民心生悔意，“早知道这样， 今年就
不加入新农合了。 ”

但对往年尝到好处的农民来说，虽
然试点方案并不如往年那般“实惠”，但
还可以继续参与，“主要是防大病， 万一
出啥子大病，这是一个保险。 ”

目前， 我国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
进一步加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略资

金的运作效益。在新农合统筹门诊试点方
案中，农民不但增加了出资数额，也增加
了资金沉淀的可能，这显然有助于增加新
农合医疗基金运作的效益。但其最终方案
应该在公共财政和效益之间寻找一个平
衡点，既要通过充足的财政支持使农民乐
意参与，也要使新农合基金运作有高速的
效率。

新农合升级需农民买账

中国经济在 2009 年走出了漂亮的 V 型，透露出了中
国厚实的家底和倔强的发展潜力；经济实力的增长，令中
国及中国人的底气大增， 令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更
为丰满。

国强民富，从来都是我们的理想与追求，当我们振奋
于中国崛起的同时，我们同样也会关注着“大国平民”，普
通百姓的家长里短、寻常日子，是一个繁荣和谐时代的更
好注脚。

这个春节，经济导报记者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记录
下了家乡的新气象，也有他们正面临的难题。我们希望通
过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整体状态，彰显
出国家经济政策对民生的厚重关怀。 ———王淑霞

策划人语

粮价涨了 补贴多了

种粮越来越划算

民富：梦想照进现实

刘志广在麦田里与导报记者聊起种粮收支账

一位村医在忙碌 王延锋 摄

小方终于露出笑容 刘勇 摄

小桥流水、花园洋房，金岭屯村已不是以往人们印象中的农村了 王迎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