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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那天，孙成富家的板栗
基本拾完。板栗随拾随卖，对今年
板栗园的收成，孙成富有满意的地
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栗园修剪
得好，夏秋雨水也好，产量高，4 . 4

亩栗园收了4000多斤板栗，这让他很
满意；今年价格低，每斤只卖到3 . 3

元，比去年低了1 . 7元，这让他不满
意。“卖了1 . 2万多元，还可以。”对
这个收入，孙成富基本满意。

孙成富是莒南县洙边镇东黄埝
村农民。除了村南小河边冲积而成
的百十亩平地可种小麦、玉米外，
这个村其他地方全是丘陵荒地。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全村人用了
五六年时间，在丘陵上开垦出400多
亩地。丘陵地瘠薄，即便种相对耐
旱的花生，也是靠天收成。

孙成富说，到1990年，全村在
开垦出来的丘陵地里，栽种了400多
亩板栗树，这个偏远小村人均有了
1 . 1亩板栗园。五六年后，板栗进入
结果期，正遇上好价格。在那个农
民收入普遍很低的年代，不少村民
靠板栗园的收入，盖起了新房子，
娶回家儿媳妇。

2007年，板栗园承包到期，东
黄埝村对其重新进行发包。这次发
包时，板栗价格从五六元一斤，降
到不足2元。村民纷纷把一二十厘
米粗的板栗树刨掉，栽种花生、地
瓜。“正在结果盛期，刨得那个让
人心痛。”当时已经退休了的老党
支部书记孙成勇说。那400多亩丘陵
地，是孙成勇带着全村人靠镢头和
炸药开出来的，又是他带着全村人

一棵棵栽上板栗树。“看到有人刨板
栗树，我就去劝他们：价格有低就有
高，现在低，过几年就会高。”孙成勇
说，丘陵地承包给了村民，怎么种村
民说了算，到2010年，全村的板栗树
刨掉了三分之二以上。

也有村民相信板栗价格不会总
是那么低，就没刨板栗树，孙成富
就是其中之一。孙成富新承包的板
栗园原来是村民打石头的地方，石
头多土少，板栗树长得也不好，因
此6亩地折算成4 . 4亩。孙成富常年
在县城打工，一有空闲，他就钻到
板栗园里忙活。

2013年，板栗价格已恢复到每

斤4元多。当年旱情重，产量低，
孙成富的板栗园仍收入1 . 2万元。板
栗园管理起来省心省力，冬季修剪
完后，如果遇不到大旱，可以说就
等着秋季拾栗子。刨了板栗树的村
民，对孙成富的板栗园收入很眼
热，可他们经历过多年的低价格，
便自我宽心说：“今年价格好，明
年就不行了。”

2014年，孙成富的板栗园收成
很好，板栗价格涨到5元一斤。除
了留着送亲朋的外，孙成富家的板
栗卖了1 . 6万元。“我每年都留下
200多斤最好的栗子，用来送人。自
己 家 收 的 东 西 ， 送 人 就 送 最 好

的。”孙成富说。
孙成富2014年的板栗收入，让

不少村民彻底动了心。洙边镇党
委、政府借此机会，鼓励当地农民
在丘陵地带大力发展果园。刨了板
栗树的村民，又开始栽板栗树。到
今年春天，这个村已经新栽下30多
亩板栗树。

“新栽的板栗树，要6年才能
进入盛果期。”孙成勇说，“板栗
树可以说没有老，树龄大了结果减
少后，把树锯掉，发出新枝后嫁
接，二三年产量就很高。并且，老
树根深，不但发出的新枝长得茂
盛，而且耐旱。”

25年老栗园依旧获得大丰产
价格不及去年，4 . 4亩仍收入1 . 2万元，这让刨掉老树的村民很眼热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张天银

编者按 秋风渐起秋意浓，一年中农民最忙碌的秋收季
即将过去，乡村沃野，处处尽显繁忙丰收景象，金色玉米垛成
小山，地里开满雪白棉花，枝头挂着的，红彤彤的是枣，黄澄澄
的是梨。今年各种农作物收成如何？价格可好？近日，本报记者
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秋后算算账，盘点一下得失，为
了明年获得更好的收成，提前做好决策和准备。

东黄埝村的板栗树从无到多，
从多到少，又从少到开始增加，都
在围着市场价格这个指挥棒转。

市场价格变动是由多方面造成
的，极复杂的事情，谁都难准确地
说清七八年以后的行情。种粮一
季，价格高低，收益或损失只是一
季。但栽种果树不同，小树长大进
入盛果期，往往需要六七年的时
间。果树进入盛果期时，遇到行情
不好，把树刨了，就是六七年的损
失；遇到价格高时，觉得栽种有
利，便新发展果树，可六七年后的

价格还能保持在高价位上吗？
不仅是栽果树，搞养殖也是如

此。价格低了卖大母猪（牛、羊），拆
养殖场；价格高了买小母猪（牛、
羊），建养殖场。有些农民在卖与买、
拆与建中，赔了不少钱，他们怨自己
命不好，总是遇不到好行情。

其实，这与命无关。既然市场
行情有好有孬，农民搞种养就要有
个长远打算，尤其是那些收益周期
长的。行情好时，不盲目新上、扩
大种养；行情孬时，要想法节约成
本，保存规模，等待价格回暖。没

有长远打算，只是跟着当前市场价
格跑，永远跑不过价格变化，最后
的结果往往是赔钱赚忙活。

◎快评 种养要有长远眼光

深秋的土门，连片沃野，瓜果
飘香，一派丰收景象。

土门是新泰市龙廷镇的一个林
果专业村，有苹果园3000余亩，为
了更好更快发展，2008年，这个村
成立了苹果专业合作社。

“几乎家家在合作社都有股份，
去年每户分红700元。今年分红肯定
也不会少。”土门村农民苗丰宪乐观
预期今年分红。和许多合作社不同，
在土门，不论出资多少，地多地少，
人人分红都一样多。

“不公平”的股权确认

土门合作社参股社员238人，
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多的有8亩，
少的只有1亩，但不论面积多少，
均算作一股。

说起原由，合作社理事长苗丰
新说，在合作社成立之初，他们也

考察过许多地方的合作社，发现许
多合作社的内部股权分配是少数牵
头人占大头，一家一户的农民占小
头，合作社分红的时候自然是牵头
人拿得多，农民拿到手的少之又
少。合作社基本上就是一个或几个
大户领着一批散户，大户和散户之
间基本上还是买卖关系。“这样的
合作社更像是一个企业，这样的合
作社也没有凝聚力。”

另外，虽然当年分地时全村人
均土地一样多，但有的户人口多，
有的少，每家的果园面积就不一样
大。另外有的户流转了别人家的地
种苹果，土地就更多。为了公平起
见，体现社员利益共享的初衷，经
研究决定，合作社以户为单位算
股，一户一股。

按惠顾额返还盈余

苗新军是合作社中苹果面积最
大的农户之一，总共有8亩地。说
起分红的“不公平”，苗新军有些
不以为意，“农民入社就是为了让
苹果能卖个好价钱，再者，合作社
提供的服务又多，地多的享受的服
务自然也多。”

土门村是一个山区村，原来水
浇条件有限，基本上就是看天吃
饭。为改变这种情况，2014年，合
作社组织社员修了30里水渠、100个
集雨窑，另外还整修了30里山路，
解决了果品下山的问题。“修水
渠、雨窖，还有路，都是合作社出
钱、组织人手，我家地多，沾的光
自然多些。”苗新军说。

在盈余分配上，合作社按惠顾
额进行返还，社员种植苹果的面积
大，其投资额也大，苹果交易额就
越多，其返还的盈余也越多。以苗
新军为例，2014年他将8亩多苹果全
部卖给合作社，卖得多，分得自然
也多，去年他分得盈余5000多元，
是拿钱最多的果农之一。

合作社平常的管理方式也很独
特。合作社没有技术股、资金股，
合作社的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都
是无偿的；没有专职销售人员，销
售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社员销售，只

报销费用；合作社按生产周期把挣
的钱都全部兑现清账，除风险金
外，社里不留任何盈余。去年社员
分享了近80万元的盈余加分红。

接二连三再觅增收新路

龙廷苹果远近闻名，虽然不愁
销，为卖上更高价，许多果农有错
时卖果的需求。瞅准这一商机，
2012年，合作社以6亩土地入股，与
他人合资，建起一座 7 0 0吨冷藏
库。按照协议，冷库每贮存1斤苹
果，合作社可提成９分钱。合作社
的提成比例一年一签，去年是1斤
提9分。

“只要存进去，一切都不用
管，光等着数钱。”社员杜云学
说，苹果进库后，贮存、买卖都由
合资方负责。去年，合作社拿到了
10多万元的提成。

2014年，合作社又投资30万元
建起一个1 0多亩地的果品批发市
场，因为是刚建起来，去年没能用
上。今年苹果一上市，每天来此收
购苹果的客商络绎不绝，大车小辆
挤满了市场，社员中的有心人粗略
估计：光交易服务费，应该也能挣
上十多万元。

以地入社，地多地少每户算一股；年终分红，家家户户平均分配

这个合作社“不公”背后有公平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王成 尹延荣

农村大众报济南10月14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按
照国务院部署，山东省组织实施了
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自今
年开始，利用三年左右时间集中治
理农村公路安全隐患。

在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强力推
动下，各市县积极行动，深入开展
隐患排查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各地在工作开展方面还不平衡，
后续建设任务仍十分繁重。

其中，隐患总里程数最多的是
临沂市，达到5695 . 818公里，隐患
里程大约占到90 . 52%。对存在隐患
的公路的计划总投资中，临沂市投
资60159 . 45万元，滨州、烟台、菏
泽的隐患里程数也较高，分别为
2 7 8 0 . 5 8 5公里、2 4 2 8 . 4 8 5公里和
2426 . 278公里。莱芜市成为县乡公
路隐患最低的城市。对于县乡公路
隐患的治理情况，潍坊市完成里程
和完成投资最高，完成里程达到
9 5 9 . 6 1 8 公 里 ， 已 经 治 理 完 成
65 . 67%。临沂市排名第二，治理完
成879 . 200公里，占比为15 . 44%。

目前，全省各级各部门正积极
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落实工作责
任，落实建设资金，强化项目监督
管理，全力加快实施进度，确保公
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按期完成计划
任务。（满倩）

我省集中三年
治理农村公路隐患

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
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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