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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流行的土地流转，让很多
人踏上规模种植的路子。有的农民
利用流转过来的土地搞起了蔬菜、
水果大棚，有的还是传统的粮食种
植。那粮食作物如何管理才能获得
最大利润呢？近日，记者走进莘
县，分别采访了当地的两个种粮致
富能手，听他们讲述了自己规模种
粮的诀窍。

80后选择“时髦”种植

今年27岁的孙洪波是莘县张鲁
回族镇王楼村人。大学一毕业他选
择回到家乡种植五彩小麦。“2012

年从村里流转了170亩土地，全部用
来种植五彩小麦。”孙洪波边说边
拿出装在玻璃瓶内的绿色和黑色小
麦给记者看。“现在就全国来说，

发展这种小麦的地区很少，但是这
种新型小麦因富含丰富的营养物
质，如今已受到很多一线城市消费
者的青睐。”孙洪波告诉记者。

谈到与五彩小麦的结缘，孙洪
波介绍，一次偶然机会从网上看到
河南有种植五彩小麦的，随后他到
那里引进五彩小麦并回村搞起了规
模种植。

“现在这100多亩的五彩小麦，
收获以后，大部分磨成面粉，再销
往北京，仅有一小部分是直接销售
麦粒。”孙洪波说。

孙洪波介绍，五彩小麦主要有
褐色、绿色和黑色的。“目前，我
选择了产量最高的黑色小麦和产量
最低的绿色小麦，每亩产量分别在
9 0 0斤和 6 0 0斤左右。尽管产量不
高，但面粉的价格一般能保证6元

每斤，麦粒也能卖到5元每斤。每
亩纯利润比普通小麦高 3 0 0 - 5 0 0

元。”

老农民“坚守”传统之路

年过半百的蒋云超也是一名来
自王楼村的农民。2012年他把流转
过来的512亩土地全部种上传统的小
麦、玉米。那他是如何从中获利，
又是如何解决粮食收获以后的晾晒
难题呢？

面对逐年增长的流转费用，蒋
云超说，目前只能精打细算才能从
中获得更高的利润。“现在平均下
来每亩地的纯利润在400元左右。”
蒋云超说。

规模越大，赚的钱越多。“这
510多亩耕地是从120户种植户手里

流转过来的，现在把之前户与户耕
地之间的地界也充分利用起来，这
样就能提高4%-5%的土地利用率。”

面对大家普遍头疼的粮食晾晒
难题，蒋云超选择与当地面粉厂合
作。“前期就与面粉厂签署合作协
议，小麦收割以后就直接拉到面粉
厂内，省去了粮食晾晒难题。”

现在，蒋云超感到欣慰的是，
国家的各项补贴再加上细致的管
理，规模种粮也能让农民过上小康
生活。“一开始农户都很抵触流转
土地，需要做很长时间的思想工
作，而现在他们的观念也有所转
变，很多农户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流
转土地。”他说。

几道坎阻碍未来发展

现在孙洪波遇到的最大难题就
是缺乏科学种植技术。孙洪波说，
掌握了五彩小麦的科学管理技术，
产量也就随之增加。“另外一方面
是现在自家种植自家加工，很多时
候会感到力不从心。”孙洪波计
划，接下来带动更多的村民种植五
彩小麦，自己主要负责加工。“逐
步形成自己的销售团队，让更多的
人认可五彩小麦。”

而另一边的蒋云超最大的苦恼
就是，逐年增高的流转费用。“2012年
每亩地的流转费是600元，到2014年
已高至1000元了。真怕将来流转费继
续上涨，自己承受不住。”

“如果下一步粮食的晾晒问题
能够很好地解决，收获的粮食可选
择储存一部分，等价高的月份再卖，
利润就相对高些。”蒋云超说。

规模种粮如何获利

两代种粮大户 种植各有高招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金乡县王丕街道王丕庄村的周
书洲在外做大蒜生意，已经很久没
和土地打过交道，但去年村里人却
把他硬拽了回来。原来，村里不少
人想发展蔬菜种植合作社，但苦于
没有经营经验，而周书洲恰好是这
方面的能人。

近几年的大蒜价格一直上不
去，种蒜的农户少了许多，这两年
火起来的辣椒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王丕庄村的周彦实和几个邻居也看
准了种辣椒这条路子。“我们想搞
个辣椒合作社，但是都不懂经营管
理，想着村里周书洲最合适，我们
就去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回来带
我们干。”周彦实说，土地流转是
大趋势，村里的17个人准备成立合

作社先行一步抱团发展。
周书洲被说动了，去年3月份

他领头成立了金乡富佳蔬菜专业合
作社，现在合作社社员发展到了
100多户，种了1000多亩辣椒，尤
其是去年年底的辣椒有了大丰收。
“去年辣椒六块多一斤，一亩地的
纯收入能有三四千块钱。”周书洲
说，现在社员收入上来了，由于土
地还没有流转，地都是社员自己
种，省了每亩地将近一千元的人工
费，所以纯收入高。

“我联系了东北、湖南等地的
一些客商，收购社员辣椒的价格略
高于市场价格，利润有保证，销售
问题不大；另外，合作社春天种辣
椒，冬天种大棚辣椒和芹菜，一年

都有收入。”周书洲说，现在合作
社赚钱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让合作
社拧成一股绳更好地发展。“要想
合作社发展地更好，必须统一社员
的种植、加强管理，提高合作社的
执行力，现在合作社还是比较
散。”

土地流转在各地如火如荼的
进行，周书洲也准备给合作社承
包些土地，实行种植、管理、收购、
销售的统一并搞些其它蔬菜的种
植，但事情并不容易。合作社要运
行没资金可不行，挣了钱拿出一
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是最初
的打算，所以得向社员收钱，可真
到了要交钱的时候大家伙却没了
当初成立合作社时的热情，不少

人打了退堂鼓，连开了几次会都
没收到钱，周书洲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这样下去不行啊，合作社
的规定和计划也没法执行，下一
步土地流转更需要资金，没钱更
难办。”周书洲说，他理解大家伙
的想法，大家伙求稳，想着现在有
钱赚就行，但是想发展不能顾虑
太多、固步自封。

“选的路肯定是对的，至于能
不能走好就要看怎么走了，今年我
们准备商量商量流转土地的事，这
事大家伙还是挺上心的。”周书洲
说，大棚辣椒也下来了，去年的收
成倒是很不错，希望借着好收成把
流转的事办成，也给今年添个好彩
头。

种植不愁，经营无方怎么办？

金乡一合作社请来能人助发展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彩椒五颜六色，黄瓜青翠欲
滴，西葫芦长势喜人……乍暖还寒
时节，记者在邹城市北宿镇西落陵
村蔬菜大棚内看到各色蔬果飘香，
一派丰收的景象。“我这大棚蔬菜
销路可好了，一天下来能卖四五百
斤，一年毛收入差不多能有十万
元。”菜农王为合一边忙着采摘蔬
菜一边和记者算起了流水账。

“以前自己种点地，有时打个
短工补贴家用，一年到头也挣不了
多少钱，自从跟着村里发展这反季
节蔬菜，自家的收益一下翻了一番
还多。过节期间尤其忙，市里很多
大型超市都提前预定了俺村的大棚
蔬菜。”王为合介绍说，前来订货
的超市看中的就是西落陵村大棚蔬
菜的品质，为了种出绿色无污染的
反季节蔬菜，从镇上到市里都没少
给村里支持。

“刚起大棚的时候，镇上就经
常请农技专家对俺们进行温室种植
技术培训。”王为合说，“后来又陆续
上了频振式杀虫灯，推广秸秆生物
反应堆和膜下滴灌等病虫害管控技
术，现在我们村的大棚蔬菜已经达
到了绿色无公害食品的品质。”

村支部书记巩升军介绍，目前
村里已经发展了97个寿光第五代温
室大棚，菜农170余户，1个大棚年
收入在8万元以上，去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达到14123元，很多原来在
外打工的村民，都返乡通过发展大
棚种植走上了致富道路。“下一步
村里将继续完善大棚种植的配套设
施，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增加蔬菜
附加值，让特色种植真正成为村民
致富法宝。”巩升军说。

像西落陵村一样，发展反季节
蔬菜等特色种植在邹城农业发展中
已渐成气候。据了解，目前邹城市
已创建省级农业标准化基地5处，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保护 7

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150个。

蔬菜种植富了

西落陵村人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长青 盛超 恩姣

3月3日，年气渐远，笔者来到
汶上县南旺镇寺前二村，看到
新建成的 4 0 多个冬暖式蔬菜大
棚里，一些大棚种植户正娴熟

地操作着机器播种土豆，村民
付双月介绍说：“这些大棚都
是年前刚刚建成的，现在各个
大棚种植户都在抢时种土豆，
争 取 5 月 中 旬 上 市 卖 个 好 价
钱。”

(张肇伟 摄)

3月11日，在沂水县四十里堡
镇中海子村的蓝莓大棚里两位女
孩正在赏花拍照。近年来，四十
里堡镇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这一目标，积极引导群众发
展特色种植，在让群众致富的同
时，也给广大市民提供了赏花休
闲的好去处。目前，全镇已发展
火龙果、蓝莓、油桃等特色种植
大棚300多个，每个大棚能收入五
六万元。

(孟庆国 摄)

蓝莓花开抢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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