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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信县温店镇李大人村村民李
春增以前怎么也没想到，到了 56 岁
时，又决定踏踏实实地当个农民。

买农机帮人耕种

也有不错的收入

李春增说，年轻时，他实在种
够了地。耕种收割，抗旱浇地，运
粪运粮，几乎全靠人力，一年到头
累死个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因为不想种地，他进了村里的建筑
队。

在外打工十多年后，李春增又
回到村里种地。再以后的日子，他
当了村干部，边管着村里的事，边
种着家里的 1 0 来亩地。地少，一
年用在地里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可

耕种收依然是个累死人的活儿。为
让和自己一样的乡亲们不再受这个
累，从 2 0 0 7 年开始，李春增拿出
20 多万元购买了小麦、玉米收获机
械，并配备全了耕种设备。

那时，这些大型机械在当地很
抢手，农忙时等着用农机的人在李
春增家排起了队。因此，李春增一
年靠农机有了相当不错的收入。

种 50 亩粮食

一年地里忙一个月

近几年，村里年轻人基本都外
出打工了，想把家里的地流转出
去。李春增自家有10亩地，因为有
机械，多种些也无所谓，他便又流
转来40亩地。

“50亩地，夏收夏种一天，秋
收秋种一天。”李春增说，加上浇
地、打药等田间管理，一年他在地
里也就忙一个月。

以下是2013年李春增家的种地
收入：5 0亩地，种的是小麦和玉
米，一亩纯收入1100元，计5 . 5万
元。夏季农机在附近村收耕作业500

亩，挣了1 . 5万元；秋季收耕作业
300亩，挣了9000元，两季共计2 . 4万
元。这样李春增从地里一年的纯收
入是7 . 9万元。

活轻快收入高

种地一样很体面

李春增的儿子、儿媳都在天津
打工，2013年挣了15万元。李春增

一年从地里挣7 . 9万元，相比儿子、
儿媳的打工收入来说，也就是个平
均数。

“账不能这样算。”李春增
说，现在农业生产基本上全靠机
械，种几亩和几十亩，用在地里的
时间差不多，耕种规模越大，平均
每亩地用工就越少，效益就会越
高。“我种的是50亩地，要是种上
100亩以上呢？”

秋收过后，李春增又和本村、
邻村的 6 户农民以每亩 200 元的价
格，签订下了共计 8 0 亩的流转协
议。开春后，他耕种的土地将是
1 3 0 亩。“我细算了一下，种小麦
和玉米，就算打药浇水需要雇人，
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有 1 0 0 0

元。 1 3 0 亩地一年就是 1 3 万元的

纯收入。”李春增说，他初步的打
算，是把种地规模扩大到 200 亩。

李春增现在觉得种地也是个体
面的职业，不仅规模种地有相当不
错的收入，“关键是轻快。”种
1 3 0 亩地，李春增一年在地里也就
忙 5 0 来天，并且重活累活全由机
械代劳，剩下的时间，想干啥就干
啥。“外出打工就不一样，不管刮
风 下 雨 ， 一 天 不 上 班 就 没 有 工
钱。”李春增说。

因为有这么多可以利用的空闲
时间，李春增打算春节过后再买
一台带切割作用的玉米收获机。
玉 米 秸 秆 切 成 小 段 后 ， 便 于 青
贮。李春增想试着养牛，以便把
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一年能有
更多的收入。

种 50 亩粮食，一年到头地里只忙一个月

种地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张天银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李雅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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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 1 月 26 日讯 在
纪念大众日报创刊暨大众日报社成
立 75 周年之际，承载着几代大众
报人光荣与梦想的大众传媒大厦今
日落成启用，山东新闻美术馆、大
众日报社史陈列馆同时开馆。

新落成的大众传媒大厦地处济
南市泺源大街东首南侧，西邻山东
新闻大厦，东靠历山路，与周边已
有高层建筑组成济南主城区中富有
鲜明时代气息的文化及金融商务城
市综合体。大厦于 2010 年 3 月 28

日开工建设，地上 34 层，地下 3

层，建筑面积 8 万多平方米，总体
功能设计为新闻采编、广告发行、
网站运营、文化创意、新闻发布、
商务办公等。

大众传媒大厦拥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内设山东新闻美术馆、
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美术馆将成
为省内外书画艺术家展示、创作、
交流的平台，成为展示大众报业文
化的窗口。今天开展的“全国名家
书画作品展”，展出了来自全国
24 个省市 119 位著名书画家的 121

幅书画佳作。社史陈列馆以图片、
影像、实物等形式，集中展示了大
众日报 75 年的发展史，展出了老
式照相机、石印机、手摇铅字印刷
机、老照片等一批珍贵文物。

大众传媒大厦是大众日报进驻
省会济南后的第六座总部建筑，将
成为集团楼宇经济的新标志，也标
志着拥有 75 年光荣历史的大众日
报事业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从当
初的一张四开油印小报到如今，大
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已成长为
拥有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半岛都市
报等 18 份报纸和 5 份杂志、1 个网
站群的大型传媒集团，舆论影响力、
市场竞争力不断巩固壮大，综合实
力稳居全国各报业集团前列。2013

年集团总收入达到 22 . 4 亿元，同口
径增长 10% ；利润增长 5 % ，达到
7 . 35 亿元，继续遥遥领先于全国各
大报业集团。 (唐德强)

大众传媒大厦
落成启用

1 月 22 日上午，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第三届农民健身秧歌
大赛在黄河明珠广场举行。来自
全区的 90 支农民秧歌队、 1080

名群众参加了活动。
扭起来、甩起来、跳起来、

笑起来……农民们用自己的方式
迎接新年的到来，用婀娜的身
段、飞舞的红帕、灿烂的笑容，
扭出对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扭
出了农民自己的精气神！

(赵清华 摄)

扭起秧歌

迎新春

受限制“三公”消费政策的影
响， 2 0 1 3 年的高端农产品市场
“寒气逼人”，但吴方军养了一年
才出栏的生态年猪猪肉每斤卖到 40

元，并且脱销了，这得从一场“杀
年猪”的活动说起。

2013 年 12 月 28 日上午，寒气
袭人，陵县郑家寨镇恒瑞运勃生态
养殖场里却像过年一样热闹。原来，
养殖场老板吴方军搞的“杀年猪”活
动吸引了 50 多位网友前来参观，其
中北京舌尖上的市集运营主管万
卿、上海圣甲虫农夫市集股东聂玲、
农产品电商研究专家毕慧芳等农业圈
的名人都来捧场了，30 多头养了一年
的生态年猪也提前被预定一空。

吴方军的生态年猪，在低迷市
场销售火爆，缘于老吴不仅是个养
猪行家，还是个网络达人。 1 9 9 2

年，20岁的吴方军开始跟着父亲一
起做生猪屠宰生意，后来干起了生

猪购销买卖，2008年又开办了养猪
场，现在猪场年出栏量达到6000头。
2012 年，这位养猪行家在一次炒期货
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微信和微博。

“一开始在微信和微博上的农
业朋友圈里发表些看法，我有实际
的养殖和经营经验，说的都是所见
所闻。”吴方军对养猪业的一些独
到见解受到了网友的关注，在慢慢
地交流探讨中，很多网友和老吴成
了朋友。

“生态年猪项目是我和网友们
讨论食品安全问题时蹦出的想法，
我们的生态年猪生长期一年才出
栏。”起初老吴只是想尝试着做这
个项目，并没有过多考虑高端农产
品市场的“冷清”，但真养起来，
问题接踵而至。高端猪肉的市场、
销路等方面的风险真不小。虽然有
不少顾虑，但老吴心里还是有底
的。“首先，我的其他业务可以规

避养殖风险，比如购销业务可以为
生态年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其
次，我对市场把握准，不会盲目扩
大生产量，量力而行；另外，我要
做平民化的高端农产品，价格降一
点，控制包装和物流成本能满足这
个要求。”

虽然有资金、经验等做后盾，
吴方军开始还是为生态年猪的销路
担忧，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网
上的新农人朋友圈和消费者对他的
生态年猪很感兴趣。 2013 年 12 月
21 日，吴方军发布了一条邀请网友
于 2 0 1 3 年 1 2 月 2 8 日来公司品尝
生态年猪的微博，这条微博几天之
内的阅读量就超过了 2 万。

高端猪肉的销售有了门路，老
吴今年把生态年猪数量增加到了
300 头。“一下增加这么多，不是
头脑发热，因为到一月底就已经有
了 1 4 0 多份订单，网络订单占了一

多半，再加上我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3 0 0 头生态年猪卖出去绝对没问
题。”老吴对自己的生态年猪很有信
心，他今年流转了 5 0 亩地，专门种
植玉米、小麦做生态年猪的饲料，同
时把养殖产生的粪便、沼液等作为
地里粮食、蔬菜的生物有机肥，最终
形成一个生态循环圈。另外，注册生
态年猪品牌、开直营店也是老吴下
一步要具体规划的事。

网络达人养猪 微信微博上吆喝
今年140多份订单一多半来自网络，突破了高端农产品销售瓶颈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本报决定1月28日和29日两期
报纸合并出版，合刊出版日期为1

月28日，共16版。另，本报定于1月
30日至31日、2月3日至7日休刊，2

月10日恢复正常出报。
农村大众报
2014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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