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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免耕播种”

恢复被掠夺式农耕致“黄”的黑土地
东北粮食总产接近全国四分之一，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压

器”。但支撑粮食生产的黑土地长期得不到休整，黑土地面积逐渐

萎缩，质量逐年下降，甚至出现“破皮黄土”。据了解，吉林梨树

等地用十年探索玉米秸秆覆盖免耕生产体系，一定程度上破解东北

黑土区土壤退化及秸秆焚烧衍生的环境问题。基层建议从加速推广

该生产体系、完善黑土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实现“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

●化肥施用量翻倍
黑土变黄土

东北粮食总产接近全国四分之一，粮食外
调量占全国的60％以上。然而，支撑粮食连年
丰收的黑土地却呈现出面积萎缩、质量下降趋
势，“地力”不断下降带来了化肥等农业投入逐
年增加。

黑土地资源占吉林省耕地总量的20%，粮
食占比却高达 60%。“地越来越‘馋’。”种了 20
年地的吉林省农安县创业村农民姜成辉越来越
担心自家黑土地的“地力”，“6亩苞米的底肥要
600斤，追肥500多斤，化肥用量比过去翻了一
倍多，粮食全靠化肥‘催’”。

吉林省农科院研究员任军认为，长期重耕
种、轻保护的耕作方式，导致土壤肥力逐年下
降，粮食生产资源消耗量越来越大。“东北农民
施肥方式分为两种，即‘一炮轰’和‘底肥＋追
肥’，前者每公顷化肥用量为1500－1800斤，后
者也得1500多斤，比30年前多出近一倍。”

追求产量、化肥投入过多、黑土地质量下降
……吉林省黑土地厚度已从建国初期的50厘
米下降到不足 20 厘米，土壤有机质含量从 8%
下降到不足2%。专家表示，松辽平原上一锹下
去见黄土的“破皮黄”地越来越多，“形成一米厚
的黑土层需要3亿年，而现在的退化速度是一
年一厘米”。

“天下第一粮仓”吉林省榆树市，在 1958
年、1981年和2007年国家开展的三次大规模土
壤普查中，以1981年为中间点，前23年每千克
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均减少0.026克；后26年年
均减少0.137克。有机质含量下降，直接导致土
壤肥力降低、土壤板结、耕层变浅。其所引发的
一系列生态问题，值得相关部门予以重视。

●免耕生产
实现肥黑土保产量

“播种机上的刀片切开土壤，划出播种和施
肥的位置，之后种子和肥料进入预定区域，紧接
着用轮子来压实，播种、施肥一次完成。”经营
440公顷土地的梨树县种粮大户卢伟2014年起
采用免耕生产，“秸秆像棉被子一样盖住土地，
植株烂在地里当肥料，不仅每公顷产量增加
2000斤，而且施肥量大大减少。”卢伟算账说。

已完成秋收的玉米地满是秸秆，看着有些
“埋汰”，拨开表层土看到腐化的秸秆，这是黑土
地的“有机肥”。吉林省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站长王贵满说，“玉米秸秆覆盖免耕生产体系
通过免耕播种、宽窄行种植和专用农机的综合
应用，在宽窄行种植的前提下，专用机械可以直
接将秸秆粉碎成20－30厘米的小段，并通过高
留茬将秸秆固定在地里，第二年可在上一年未
耕种的垄间使用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既实现
轮作也实现秸秆还田。”

“通过10年试验，土壤有机质得到提高。”
中科院沈阳生态所研究员张旭东表示，试验田
的土壤含水量增加20%－40%，而耕层0－20厘
米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了12.91%，每平方米蚯
蚓的数量达到60多条，是常规垄作的近十倍。

由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牵头的玉米秸
秆覆盖免耕生产体系已在东北四省区建立8处
示范基地，辐射面积1.5万公顷。专家表示，该
生产体系有三大效果：一是节本增效，较常规地
块单产提高5%以上，生产成本降低10%以上；
二是防止土壤风蚀和水蚀，保护土壤水分，减少
蒸发，在遇到阶段干旱年景，可以延缓旱情5－
7 天；三是保持和提高地力，腐烂后变成腐殖
质，腐殖质转化后为土壤补充养分。

●“种地要养地”
黑土地保护需多措并举

为保护土地质量，吉林省从去年起实施以
秸秆还田和免耕播种为核心内容的保护性耕作
技术作业补贴，对秸秆还田覆盖免耕播种技术
模式，每公顷补贴375元，高留根茬还田免耕播
种技术模式，每公顷补贴375元。农民对保护
黑土地缺乏充分认识，即便已有认识，也因距离
土地承包二轮合同到期还有十年，而不愿意投
入。基层建议从加速免耕生产体系推广、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促进黑土地保护修复。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积极推动黑土地保护
立法。建立黑土地保护管理、建设的法律支撑
是搞好黑土地管理的关键，是实现黑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根本保障。科学制定黑土地保护
治理总体规划，并将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政策措
施法定化、制度化，同时建立经常性的执法检查
制度，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设立“黑土资源保护
委员会”，统一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黑土
地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二是构建黑土地保
护生态补偿机制。东北黑土区每年向国家上缴
大量商品粮，同时也带走了大量的土壤养分。
建议构建黑土地生态保护的利益补偿机制，设
立黑土地耕地补偿资金和土壤保护专项基金，
加大对黑土地耕地的保护性投入。具体可按照
每调出1吨商品粮，补给“耕地资源消耗费”300
元执行。三是加速玉米秸秆覆盖免耕生产体系
推广。针对该体系推广中出现的传统的耕作方
式束缚农民的思想、农民对焚烧秸秆的危害认
识不够等问题，王贵满等建议相关部门加大支
持力度，加强不同区域配套技术的研究与示范，
利用基层农技体系推广该技术，并加强落实秸
秆禁烧的执法检查。 郭翔

【延伸阅读】

农民自愿“退地”
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前不久，重庆市梁平区川西村村
民王元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自愿
向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申请退出近7亩
承包地，获得了近10万元的补偿款。

45 岁的王元伟在外打工已 20 多
年，如今在建筑工地当木工，月收入1
万多元，加上妻子经营餐馆，一家人日
子过得比较富足。王元伟说，自己既
不会种地也不愿种了，不如直接退出
获得补偿更划算，带着这笔补偿款，一
家人就算彻底“洗脚进城”了。

改革开放以来，承包地是中国农
民重要的土地财产权益之一。因此，
在城镇化初期，大部分转户进城的农
民心态矛盾：不愿继续种地，又不愿放
弃土地权益。不少农民要么将土地撂
荒或送给别人种，要么转户后就近种
起了“懒庄稼”。

对此，重庆等多省市顺势而为，先
后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农民转户不与
土地挂钩，不强制农民退地，农民的转
户积极性得到明显激活和释放。“带着
土地进城”成为中国城镇化平稳推进
的关键因素之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一
些已在城里站稳脚跟的进城农民，希
望能退出承包地，“变现”土地价值。
日前出台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2016－2020 年）》也明确要求，在有
条件的地方稳妥推进进城落户农民土
地承包权有偿退出试点。

近两年，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点
县，梁平区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率先
进行了农民承包地有偿退出的试点。

在川西村，包括王元伟在内的 7
户农民向村社集体组织申请整户退出
承包地，面积共29.03亩，根据农民和
村社签订的退地协议，每亩地可以获
得1.4万元补偿。蟠龙镇义和村的农
民退地更早，在 2015 年初，村里就有
20户农民共退出了15亩土承包地。

与王元伟一样，梁平区自愿“退
地”的农民均已进城多年，有稳定的职
业和居所。土地有偿退出，是他们现
实理性的选择。

对于退地的原因，义和村村民游
世玲快人快语：“我们全家人都在蟠龙
镇上做灯具生意，家里土地撂荒快10
年了，与其让其荒着没收益，还不如退
回去，得一笔补偿。”

为不影响退地农民的基本生活，
梁平为申请退地的农民设置了“门
槛”。梁平区农村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吴正远说：“退地农民以进城农民为主
要对象，须同时满足有稳定职业或经
济来源和有稳定住所两项条件，才能
整户退地。”

川西村 9 社今年搞退地试点时，
有21户农民提出申请。经严格审核，
有7户满足条件。村民蒲昌友曾多次
找到村社，希望把自家 7 亩地全退出
来，但就因为不符合“有稳定职业”的
标准，村社干部多次给老蒲做工作，最
后才说服他不退地。

梁平区发改委副主任秦华俊说，
按照“农地农用”的原则，农民向村社
集体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村社集
体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将土地流
转给农业大户经营，不得改变土地用
途和性质。

在梁平，已有不少大户流转了农
民退出的土地。义和村大户首小江在
农民退出土地后，又向村社集体进行
流转，发展起了冷水鱼养殖。他说：

“渔业投资规模大，一期投资就要300
多万元。以前租地担心农民中途毁
约，违背协议收回土地，巨额投入就会

‘打水漂’。现在向村社集体统一流
转，不用再担心个别农民毁约，可以放
心投入。”

但与此同时，梁平的试验表明，农
民承包地有偿退出要向纵深推进，退
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未来退地兑付资
金来源等配套政策，仍需在探索中逐
一破题。 中农

农业面源污染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
这是很多地方面临的严峻问题。近年来，湖南省
努力实施现代农业发展、科技兴农和新农村建
设，“清洁农业”供给侧“量、质”齐升，农业面源污
染开始得到遏制。

近年来，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农业博览会
上，一度淡出的“湘米”“湘鱼”“湘肉”强势回归：
喝山泉水、施有机肥、“蜂蛙灯”治虫产出的有机
米，每公斤40元依然十分抢手；水稻落花与浮游
生物喂养的“稻花鱼”，价钱虽高但一上市就被抢
购一空；江永香柚、菌灰树菇、生态野菜、宁乡花
猪、炎陵黄桃等，无论线上线下都是市场的宠儿。

据了解，湖南依赖“高肥、重药、大水”的“石
化农业”，不仅成本增加、效益降低，更造成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网箱养鱼投肥、投药造成水体
富营养化；水稻夏季“双抢”和秋收季节焚烧秸
秆，导致PM2.5“爆表”；养猪大村，地下水变得又
浑又臭；偏施氮肥使植物硝酸盐含量增加、土壤

物理性质恶化，而滥用劣质磷肥则带来砷、镉、
氟、汞、铅、三氯乙醛等污染……

近年来，承担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两型社会”建设改革实践任务的湖南省，以
推进农业产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
己任。

湖南省农委主任刘宗林介绍，湖南省委、省
政府着力实施现代农业发展、科技兴农、新农村
建设三大工程。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机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片、
现代农业产业园“落地”后，湖南农业生产方式开
始发生深刻变化。

统计数据显示，湖南省近年在粮食总产保持
历史最好水平、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超过1万亿
元的同时，优质米占比由2010年的不足10%提高到
50%，主要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据了解，未来5年湖南“高效、安全、绿色”农
业将从3方面发力：

发展清洁生产。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以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为载体，杜绝
高毒高残留农药施用，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覆盖
率达40%以上，推广抗旱节水品种和喷灌滴灌、
水肥一体化、循环水养殖等节水技术。

发展标准化生产。创建标准化的果园、菜
园、茶园，创建标准化畜禽养殖场、水产健康养殖
场；重点支持2个市（州）、20个县（市区）开展标
准化综合示范创建；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和有
机农产品，培育安全优质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启
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信用体系建设，实现

“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究”。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到 2020 年，力争农产

品初加工率达到50%，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
值之比达到 3∶1。以粮食、畜禽、果蔬、油料、茶
叶、水产、生物制药加工为主攻方向，湖南将拥有
粮食、畜禽、果蔬三大千亿元产业，“鱼米之乡”农
业可持续发展将迸发出更蓬勃的生机。 周楠

湖南“清洁农业”向面源污染“宣战”

目前，东北的黑土耕地发生了明显的退化，
急需生态修复。

黑土曾被公认是有机质含量高、土质疏松、
适宜耕作的土壤，但是，由于过度开垦利用、不
合理耕作制度和产业结构以及长期忽视水土保
持措施等原因，从前“插根筷子也发芽”的东北
黑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退化。

在吉林市双河镇西南郊，有人建立了一块

有机生态实验田，旨在探索生态种植修复耕地
模式。根据有关调查，东北黑土层已由上世纪
50年代的平均60至70厘米，下降到平均20至
30厘米，并且呈现继续退化势态；耕层有机质
以每年0.1%的速度减少，部分地区有机质含量
已减少至 1.5%以下；耕地的犁底层深度已由
上世纪80年代的20厘米左右下降到13厘米。

1 厘米黑土层的形成需要几百年时间，已

经有专家发出警告，如果黑土地不加以保护，任
其态势持续退化的话，东北“大粮仓”的优势会
逐渐丧失殆尽，宝贵的黑土地资源更是不复存
在。目前黑土地面临的“量减质退”局面，正在
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风险。

业内专家认为，黑土资源流失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农业种植上广泛利用化肥和农药，成本
偏高的农家肥基本被农民放弃，导致土壤板结
和贫瘠化，以及微生物活性严重降低。 中科

东北黑土耕地退化亟待生态修复

“村淘”从创业心态转向服务心态

●足不出村
也能淘好货卖好货

在美营村，提起“村小二”钟柳东，几乎
没有村民不认识。因为当地很多村民衣食住行
的商品，都要请她帮忙。“大到汽车、家具，小
到柴米油盐，村民都能从我这里买到。”

“刚回来时，村里实在太荒凉了。”29岁的
钟柳东，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装饰艺术设计专
业，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两年前钟柳东
放弃深圳的工作回到老家结婚。可到村里的第
一天，就让她“从头凉到了脚”。“没有网络、
交通闭塞，家门口唯一的一条土路通常好几天
也不会有一个人经过。”

为了“找点事情做”，钟柳东在家开起了村
淘服务站，一根网线、一台电脑、一张桌子，
就是最初的全部家当。没想到，在城里无比兴
旺的淘宝，在村民看来却并不怎么靠谱。

“何必跑县城那么老远？动动手指就能送上
门，多方便！”有位村民想添置台冰箱，钟柳东
建议他上网看看。

“万一花了几千块，买回的是假的怎么办？
这么贵的东西，到手不能用咋办？”

“相中了再交钱，相不中直接退货。”为了
消除村民的顾虑，钟柳东先自己贴钱购买一些
家用电器，让乡亲安装使用满意后才付款。逐
渐地，村民开始意识到，足不出村，在服务站
里也可以购买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产品，不仅
价格优惠，产品质量也有保障。

在村淘2.0模式下，村淘服务站发挥的另一
大作用是帮助当地特色农产品进城，打开新的
销路。

“种了一辈子芭乐，没想到能卖出这个价
格！”2016年12月15日，在诏安县金星乡黎明
村，57岁的黄守林大爷正和老伴在自家的芭乐
果园内忙着采摘鲜果。他的红心芭乐通过村淘
服务站为他运营的网店往外销，高峰期时每月
能卖出4000多公斤，才半年就有近5万元收入。

但故事的开始，却缘自一次“失误”。黄大
爷原本想种白心芭乐，结果因不识字，买错了
苗，种出来的是红心芭乐。当地的收购商说这
个品种太软、易破损，不易运输和保存，再低
价也不收。就在他打算忍痛砍掉 200 多棵果树
时，“村小二”陈晓冬却联系上远在东北的水果
商，以高过当地白心芭乐不少的价格销售了一
批红心芭乐。

●服务下沉
从服务站到政务服务中心

如今，最常被钟柳东挂在嘴边的，不是一
个月数万元的销售成绩，而是帮村民采购并在
村里推广农资产品的经历。

美营村距离诏安县城近30公里，这个偏僻
的村庄常住人口约3000人，超过5000亩的耕地
由数量不到1000人的留守农业人口耕种。近年
来，村里大力发展蔬菜大棚种植，其中以黄皮
椒种植管理难度最大，结果时很容易出现植株
伏地或者折断的情况。

钟柳东通过在网上搜索，找到了一种工具
叫爬藤网，可以将植株枝条绑在网上，从而有
效防止植株伏地。她先自费买了一张爬藤网到
亲戚家的蔬菜大棚里试用，大棚里的黄皮椒再
也不伏地了。

消息很快传开，村民都跑来钟柳东的村淘
点下单，很快就订了 500 多张。随后，绑枝
机、打药机、黑色薄膜……一大批提高种植效
率的农资农具被她引进到村民手中。

“这给我们省下不少力气。”村民张阿姨
说，自家的辣椒地原本需要8个人左右的人力
不间断打理，而自从用上各种新型农资农具
后，仅人力成本就节省了6人。

“当初只是试着做做村淘，没想到竟然扎根
下来，再也离不开了。”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
钟柳东重新装修了自己的村淘点，自费购买了
跑步机等健身器材给村民免费健身，购买了儿
童用摇摇车、秋千等免费给村里的儿童玩耍。

同时，钟柳东的服务站还将兼具政务服务中心
的功能，村民未来不但可以在服务站交水电煤
气费，还可以缴纳社保等社会服务类费用。

●升级模式
逐渐衍生出产业生态圈

在诏安，类似钟柳东这样的“村小二”有
近百名。一年多来，他们除带领村民认识电
商，让当地的电商交易额累计近 3000 万元外，
还通过助力本地商家搭上互联网电商平台，给
当地农产品带来近 600 万元交易额。“网货下
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的开启，
在方便村民网上购物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农
村经济的发展。

“阿里巴巴三大战略之一就是乡村，希望通
过村淘让乡村智慧化，让乡村更美好。”在阿里
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利军看来，随着农村电商产
业发展，会逐渐围绕村淘衍生出产业生态圈，
可以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让更多年轻
人返乡，乃至进一步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等民生问题。据介绍，2016年7月，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宣布启动以“服务”为核心的3.0业务
模式。升级的新模式，将把阿里巴巴整个服务
体系下沉到农村，能为村民提供覆盖生产、生
活场景的多项服务产品。

“村淘在招募人员时，提出的条件就是要热
爱农村、服务农村、扎根农村。而‘村小二’
的角色也将从网络代购者演化为全方位乡村服
务者。”阿里农村事业部东南大区业务部运营经
理高森阳说道，“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并不缺乏
需求，而是没有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什么样的
人，能做好连接乡村和外界的服务？除了个人
能力，对乡村抱有公益和感恩的心态是必不可
少的，这将决定村淘合伙人能走多远。”

“以前从没想到能帮村里这么大的忙，这种
成就感是赚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我的未来就
在农村。”钟柳东的话，也道出了众多“村小
二”的心声。 何璐

【做法】

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
百身汗，种田一年不如打工几天
……这些曾是对农民的真实写
照。又苦又累，挣不到钱，越来
越多的农村人选择外出打工，让

“今后谁来种田”成为困扰。
农为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

先。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
问题。近年来，在一系列惠农强
农政策推动下，我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不断加快，农民规模化经
营、机械化耕作、科学化管理，
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经济收
益。

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
变，农民形象也在重塑，种田和
打工、上班一样，逐渐成为一种
体面职业。凌继河给农民发放

“百万元年终奖”，正是以一种抢
人眼球的方式，彰显了现代农业

发展的巨大潜力和无穷魅力。
“90 后”年轻人熊海仁是给

凌继河种田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
个。以前在浙江、广东等地打工
的他，每月工资只有 2000 多元。
2014年回来种田后，他每年都拿
到了 10 多万元年终奖。不久前，
他花费14万元购买了一辆汽车。

当前，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
“三农”工作方向，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现代
农业建设，积极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要
深入开展农村“双创”，推动新型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促共进。
这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
代浪潮中，坚定地在广阔的农村
闯出一片新天地。

郭强

新农民新魅力：一年庄稼汉 十万年终奖

【点击】

黑龙江新建129个
现代农机合作社

2016 年，黑龙江省大力培育
新型农机经营主体，投入 9.09 亿
元，新建现代农机合作社 129 个。
目前，共有 1353 个现代农机合作
社遍布黑龙江大地，现代农机合作
社已成为该省农业当之无愧的主力
军。2016 年，黑龙江省坚持推进
现代农机合作社规范化发展，深入
开展现代农机合作社规范社建设活
动，并对现代农机合作社规范社实
施补充农机装备政策，提高其规范
社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对没有达
到规范社标准的现代农机合作社，
加大整合和引导力度。经过严格评
选，2016 年评定省级现代农机合
作社规范社75个。 宋丹辉

河北脱贫攻坚
建设4000个光伏电站

河北环绕京津两大都市，但张
家口、承德、保定等地仍有不少贫
困人口。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表示，
河北今年将突出抓好张家口、承德
坝上地区和保定深山区等重点区域
脱贫攻坚，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
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加强水电路讯
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对 5000 个贫
困村每村支持 50 万元。河北提
出，今年要确保 70 万贫困人口稳
定脱贫，力争 15 个贫困县摘帽出
列。打好易地扶贫搬迁硬仗，确保
12.6万已启动搬迁人口年底前“交
钥匙”和脱贫销号，并分批启动剩
余26.8万人搬迁。按照部署，河北
今年实施特色农业、光伏、旅游、
家庭手工业、电商、就业6大扶贫
工程，年内建设 4000 个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550 个旅游扶贫重点
村。 齐雷杰

湖北鼓励开展
农村“就业扶贫”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首次提出了全省人力资源服务业的
发展目标、支持政策和监管措施。

《意见》明确“十三五”期间，湖
北全省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目标
为“机构总数达到 1500家，力争人
力资源服务业总营业收入突破
1000 亿元”。《意见》引导组织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积极投身到各类政府
促进就业创业的行动中，努力帮助
引进“高、精、尖、缺”人才，促进城乡
劳动者就业，吸纳更多省内外高校
毕业生在湖北就业创业。《意见》鼓
励广泛开展“就业扶贫”活动，组织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为有
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
力提供职业介绍、供求对接、技能
培训等服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积极贡献。 何红卫

福建诏安县美营村，“村小二”钟柳东在辣椒

大棚里，通过农村淘宝平台，她帮村民引进这种爬藤

架，大大提高了村民打理辣椒的效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对一个没有网络、交

通闭塞的小村落来说，想要了解市场需求已是难事，想

要围绕市场需求实现差异化供给、品质化供给和绿色原

生态化供给，从而实现增收，这就更难了。什么样的

人，能做好连接乡村和外界的服务？这增收致富路如何

开辟？对此，福建省诏安县美营村的钟柳东，有着说不

完的故事。

▲

1月8日，“种植状元”万三毛（右）和刘高美一起合影。当日，江西安义县
鼎湖乡种粮大户凌继河给手下的种粮农民发放308万元现金作为年终奖，这
也是凌继河连续六年给农民发放年终奖。据介绍，凌继河把自己承包来的
19000多亩田分块交给其他种粮能手管理，并确定一个基本产量，这些种粮能
手平时每月预领5000元工资，到年底则根据全年总产领取奖金。 周密/摄

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
增速连续9年超城镇

自 2008年开始，西藏农牧民
收入增速连续 9 年超过城镇居
民，是新时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
的一次。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相关
负责人在此间的发布会上介绍，
2016 年，西藏农牧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预计在 9300元左右，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连续 14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预计转移农牧区富余
劳动力 110 万人次，增加了工资
性收入，促进农牧民增收渠道多
元化。西藏农牧民合作社达 6076
家，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率达到
42%，农畜产品加工企业总产值
33.3 亿元，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
强。 赵玉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