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99 2255
三三

八八月廿廿一一

9881111

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有众多
的科技示范园，它们依托遥感、
遥测和物联网技术发展数字农
业。 9 月 22 日，在正庄有机农
业生产基地，记者见到了基地配
套齐全的数字化农业控制系统，
主控机房里可以无线接收来自基
地中的水肥流量控制站、田间气
象站植物声频发生器以及智能温
室的各项数据，并根据收集到的
数据，自动进行水肥一体化、温
度湿度控制、病虫害防治等操
作。唐王镇计划投资 620 万元，
利用两年的时间，建设起数字农
业体系。 (唐峰 邢宪瑶 摄)

数字化
种果菜

本报宁阳讯 ( 记者花宇) 9 月
24 日，宁阳县鹤山乡大辛村与泰安
绿龙有机食品有限公司达成一致意
见：绿龙公司从大辛村流转 300 亩
土地；作为条件，大辛村要按照每
百亩 4 0 人的标准，负责为绿龙公
司解决 1 2 0 个劳动力。从 2 0 1 1 年
起，越来越多像绿龙公司这样的蔬
菜加工企业，在流转土地建基地
时，首先要求村集体保证找到足够
的人手，以应对日趋严重的农业用
工荒。

因为担心缺农业工人，绿龙公
司之前在鹤山乡建设的 4 个基地，
在合同中明确了作为中间人的村委

会的义务：“为乙方( 公司) 解决生
产需要的劳动力问题。如果甲方
( 村委会) 无法保证乙方正常用工，
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尽管
要求严格，但各村极力想将此事促
成，都答应了公司的要求。

“发展基地，人力资源是第一
要素。”绿龙公司经理王永忠说，
“如果保证不了劳动力，菜都没法
收起来。”今年，不少种植秋葵的
企业亏惨了，就是因为收获时找不
够人，只能眼睁睁看着秋葵烂在地
里。公司所在的肥城市边院镇周
边，由于蔬菜加工基地密布，劳动
力更为紧缺。“今年，至少有 30%

的蔬菜基地退出了，又种上了粮
食。”王永忠说。

原本是“劳动力过剩”的农
村，为何如今连种地都找不到人？
以鹤山乡桃园村为例，全村近 1500

人，外出打工的 300 多人，儿童和
老人 700 人，只剩下 400 多人有劳
动能力。“但剩下的这些人，也不
一定愿意到地里打工，有的外出打
短工，有的做小买卖。家庭妇女还
要 照 顾 老 人 和 孩 子 ， 也 脱 不 开
身。”该村村支书张龙说。在当
地，农民的承包地人均 1 亩左右，
最多只流转出 7 分，剩下的地还要
种些粮食、蔬菜，农民无法完全脱

离土地。这些年，农民对工作也越
来越挑剔，对劳动条件、薪水的要
求也水涨船高。今年 8 月，需要找
人锄草时，每天工作时间不到 8 小
时，愿意出工的农民也屈指可数。
“麦收时和夏季三伏天是人力最紧
俏的时候。”王永忠说。

目前，桃园村将 240 亩地流转
给了绿龙公司，按照合同要求，村
集体要替公司保证 1 0 0 人的劳动
力。张龙觉得，这个要求目前还不
难达到。但今后，桃园村的土地流
转面积将增加到 500 亩，届时还需
要再找 100 人。“到时候需要到周
围村子想办法找人。比如 1 0 月

初，正是种麦子的时候，即便出再
高价格，农民也要等忙完自己的活
才能来，估计找人比较麻烦。”张
龙直言不讳。

用工荒问题，已经成为农业企
业 和 村 庄 要 共 同 面 对 的 最 大 问
题 ， 也 成 为 了 土 地 流 转 的 新 瓶
颈。要克服这个问题，企业只能
提高蔬菜的机械化程度，绿龙公
司将引进毛豆收获机、菠菜收获
机等，尽最大可能用机器替代人
工；村集体将与企业合作，建立
各种专业合作社，将自家地里的
产出与效益挂钩，最大限度地调
动农民务工积极性。

应对用工荒，农业企业向村委会提出新要求

土地要流转？带着劳动力！

本报济阳讯 (记者谢翠萍)8

月 15 日，本报刊发了《排水沟被堵，
百亩玉米田被淹》一文，报道了济阳
县孙耿镇时家村，由于变电站建在
了耕地排水沟上，致使耕地排水困
难，近百亩玉米田被淹。

文章见报后，孙耿镇政府、山东
电力集团闻韶变电站负责人和时家
村村委会积极行动起来，与村民商
谈，目前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首先是对受灾村民进行补
偿。”之前时家村村委会也曾与变电
站协调过赔偿问题，当时村支书杜
好平的建议为：“对变电站周围100米
的农户进行赔偿”，目前经过仔细丈
量，发现受灾严重的为变电站周围
60 米农田，因此，赔偿方案为：“对变
电站周围 60 米内的受灾户进行赔
偿。”

“根据村民受灾情况不同，分了
绝产和半绝产两种情况，对绝产农
户，变电站每亩地补偿 1000 块钱，
半绝产农户每亩地补偿 500 块钱。”
对于这样的补偿方案，村民比较满
意。截至记者采访时，村民的受灾土
地面积丈量工作已经结束，丈量结
果为绝产耕地面积 40 多亩，半绝产
受灾面积 20 多亩。

杜好平告诉记者，除了变电站
赔偿，受灾农户还能得到一部分农
业政策险补偿。绝产农户每亩地能
拿到 300 块钱的保险补偿，半绝产
农户能拿到差不多 200 块钱的补
偿。村主任杜茂成告诉记者：目
前，保险公司已经对受灾耕地进行
了卫星遥感测量，确认了农户的受
灾情况。

对于村民担心的日后排水问
题，变电站同意村委会之前的建
议，在变电站周围挖排水沟进行排
水，目前项目已经立项，预计秋收
后可以动工。

名校毕业，有了稳定的工作，
却选择去村里种西瓜，由守昌做了
常人不敢做的事。短短三年时间，
销售额从 4 0 万元增至 6 0 0 多万
元。由守昌带着年轻人的活力，把
西瓜种大、种强。 9 月 1 1 日，记
者来到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对
由守昌进行了采访。

扔了“金饭碗”，

改行种西瓜

由守昌的老家在邹平县，2010

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之后进入胜
利油田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有七
千元。工作半年后，由守昌做了一个
惊人的决定，去村里种西瓜。“生活一
眼能望到退休后了，我对这种生活提
不起一点兴趣。”由守昌说。

由守昌的岳父郭洪泽在潍坊种
西瓜。由守昌观察到，因为管理混
乱，西瓜总是卖不出好价钱。从小
爱做生意的他，决定辞职，一圆自
己的“西瓜梦”。“爸妈都很反
对，”由守昌说，“好好的工作不

干，跑去种西瓜，他们一时接受不
了。而且是到我对象家这边种瓜，跟

‘倒插门’似的，名声也不好。”
石油工作由守昌在行，种西瓜

却难倒了他。如何运作才能让西瓜
产生最大效益，这是由守昌一直思
考的问题。他跑到田间地头，向技
术员讨教种瓜经验和验瓜技术；跟
种植户聊天，思考合适的运作模
式。最终，由守昌决定将散户联合
起来，成立了郭牌西瓜专业合作社
和潍坊光合庄园农产品公司。

为保质量，

公司招来挑瓜师

“合格。”由福海把手上的西
瓜递给包装员，又拿起一个拍了两
下 ， “ 这 个 瓜 中 间 有 缝 ， 不 合
格。”不合格的西瓜被放在角落
里，等待处理。由福海是潍坊光和
庄园农产品公司的挑瓜师，每天的
工作就是负责把关西瓜的质量。

挑瓜师是由守昌发明的一个
词，在当地只他一家有。由守昌介

绍，挑瓜师把关，是西瓜装箱前的
最后一道手续。是否有缝，是否离
籽，用手轻轻一拍就能知道。“专门
设立挑瓜师的岗位，是为了保证西
瓜的质量。以前的瓜什么样的都有，
很多客户拿着不合格的瓜找回来。”
由守昌说，“每个瓜都经过挑瓜师的
手，保证都能让客户满意。”

据了解，挑瓜师上岗前，要经
过一年的培训。他们跟着有种瓜经
验的老师傅学习，通过声音、震动
等来判断西瓜的质量。“培训的时
候 光 练 手 ， 估 计 得 切 了 上 千 个
瓜。”由福海说。目前，潍坊光合
庄园农产品公司共有四位挑瓜师，
销售季节月工资能达到七千多元。

在郭牌西瓜的表皮，印着一个
“郭”字和几个阿拉伯数字。“瓜上刻
着授粉日期，可以算出来这个瓜哪
天能够成熟。一天出多少瓜是有数
的，多一个都不会卖。”由守昌说，

“各个行业都有精品，西瓜也是一
样。虽然西瓜是农产品，但是每个消
费者都会吃，我们要把‘郭’牌打造

成西瓜中的‘劳斯莱斯’。”

招兵买马，

做大西瓜产业

西瓜贵的时候，一斤能卖到 16

元，今年的销售额达到了 600 多万
元，附近的农民听说之后都想加
入。由守昌经过层层筛选，发展了
30 多户。最初那些持有“种个西瓜
也那么多事”想法的村民，有的已
尝到了甜头，对由守昌心服口服。

不只是农民被吸引，大学生也
远道而来了。“年薪十万，过来跟我
一块种西瓜。”这是由守昌说服两个
同学来帮忙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
想回村里发展，前景很吸引人，”由
守昌说，“而且我一个人做这些，头
脑不够使，运作起来很辛苦。”

由守昌介绍，“郭”牌西瓜未来
将扩大产业，在种植高端西瓜的同
时，以西瓜为中心建立一座现代化
的产业示范基地。“展厅就在种植基
地旁，顾客买瓜有啥不放心的，直
接去棚里看一圈。”由守昌说。

◎大学生农村创业

高薪聘请挑瓜师，算着日子摘西瓜

看名校大学生怎样种出精品西瓜
见习记者 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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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报道

玉米田被淹农户
获得了双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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