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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长赋说，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农业部
门将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优化品种结构，加
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促进优势农
产品出口，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增加农业
经营收益。

“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完善生产、加工、流通环节

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农
业产业损害监测预

警 体 系 建

设。”韩长赋说，“推动减免流通费用，让农民
从价格上升、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

对于来年各项农业补贴政策，财政部
部长谢旭人指出，明年将继续稳定农作物
良种补贴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稳
步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试点；健全农资综
合补贴政策，落实农资综合补贴动态
调整机制；积极推进种粮大户补
贴试点，逐步扩大补贴试点
范围。

职业培训、土地收益、农业补贴——

农民增收三大法宝“一个都不能少”
□新华社记者 徐博 董峻

从收入构成看，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2011
年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已下降到46.2%，工资性收入占比上
升到 42.5%。促进农民增收，要在加强职业培训上下功
夫，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稳步推进各
项农业补贴政策。

25岁的刘洋在济南某宾馆打工，每月
工资2500元左右。她告诉记者，自己的弟
弟在北京，父母则在山东临沂老家种地。

“我在济南一年赚的钱比父母种地的
收入多一倍还不止！”刘洋说，“村里的年轻
人基本都出来了，很少在家里务农。”

刘洋的“小算盘”印证了农业部部长韩
长赋的说法——从收入构成看，农民收入
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2011年家庭经营收
入占比已下降到46.2%，工资性收入占比上
升到42.5%。

“我弟弟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月收
入能在3000元左右吧，就是比较累。”刘洋
说，“要是能掌握一门技术，成为‘大工’，每
月4000元肯定没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促进农民
增收，一定要在加强职业培训上下功夫，农
民工有了一技之长，个人收入增长，国家人
才增多，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情。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
在就业方面，我国技能人才和普工双短缺
的特征更加突出。很多地方的技术工人处
于严重短缺状态，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的缺
口就超过400万。

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说，下一步，人
社部将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加强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形成面向所有劳动者终
身学习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劳动者整
体素质的提高，帮助劳动者实现更稳定
的就业。

促进农民增收，要加强职业培训

创造条件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刘洋也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和弟弟很
年轻，就业基本不成问题，而自己未来融入
城市、父母养老等，很大程度上依仗的还是
那十几亩土地。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中国社
科院研究员党国英说，“关键是要赋予农
民跟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通过谈
判来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
韩长赋说，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两者之和占比仅为11.3%，这就需
要在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
同时，创造条件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他强调，在2013年的工作中，要提
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扩
大集体收益分配。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稳步推进各项农业补贴政策

黄小龙所在的广西象州被誉为“桂中粮
仓”，农业资源丰富。然而，传统耕作模式并
未让当地农民真正富起来。28岁的黄小龙
没有走父辈的农业老路。2011年5月，黄小
龙注册成立象州县绿丰园农产品种植流通
专业合作社，他担任理事长。在靠近县城的
石贵村，他承包了200余亩平整的连片土地，
种上“礼品小西瓜”。

近日记者走进黄小龙的大棚时，他正在侍
弄瓜苗，用于生态杀虫的黄板、补光灯、地膜、
嫩绿的新芽……大棚里一派现代农业气息。

黄小龙2003年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
学，跟着家人做起了农资生意。“农药、有机
肥，这些我都熟得很。”他说，自己从2005年
开始种西瓜，那时都是露天种植，风险很大，
自己曾“交过不少学费”。

黄小龙的“西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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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韦大甘 张莺

承包200多亩连片土地，搭建350个标准化钢架大棚，
种满蔬菜、小西瓜——这是今年4月以来黄小龙忙活的成
果。他期待着明年春节后小西瓜直接进入香港超市。

走在石贵村田野间，黄小龙的大棚
特别显眼，周边都是农户露天种植的蔬
果等，这正是黄小龙的“心病”所在。他

说，收回成本后他的目标是在象州县
建立一个农产品集散中心，请农民观
摩他的大棚基地，带着当地农户一起

搞大棚经营，提高土地效益，助
农户增收。

“初期我可以帮农民建
大棚，免费提供农药、化肥、
技术等一条龙服务，统一收
购农民的产品组织销往外

地，农民有利润后再扣除前期成本。”黄小龙
谋划着，他认为集约化经营才能提升产品品
质，卖出好价钱，提高农民所得。

采访当日，中国农业银行象州县支行负
责人也来到现场，对黄小龙的规划表示认
可。黄小龙说，他的“西瓜梦”还需政府扶持
和行业支持，希望通过贷款筹措帮助农民建
大棚的资金。

冬日里切开一个小西瓜，味道特别甜。
在石贵村，农民收入倍增，或许将始于这一
个个小西瓜，始于这名80后青年坚守的“西
瓜梦”。

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小龙接触
到“礼品小西瓜”。经过两年的打拼，他摸索
出了经验，种植的小西瓜专售港澳地区，市
场大好。“我是紧盯市场，不跟风。”黄小龙
说，那两年他迅速积累了200余万资金。

其间，黄小龙还通过自学成了植保专
家。如今他聘请了几个专业技术人员，手把
手教他们大棚种植技术，合作社也逐渐吸引
了不少周边农户。

看着整齐的350个大棚，黄小龙像看着
自己的孩子一样。“前两年种西瓜的收入、银
行贷款100多万元、抵押房子的钱，全投到
这些大棚里了。”他说，自己信心满满。

“大棚种植成本高，但降低了很大风险，
加上不愁市场，预计明年年底就能回本。”黄
小龙告诉记者，去年一场台风导致的连续降
雨让当地农民损失几十万元，有了大棚之后
这些损失完全可以避免。

瞄准“礼品小西瓜”

收入倍增，或始于“西瓜梦”

跳出父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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