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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江苏省江都市渌洋湖村农民增收模式为例 ,探索实现农民增收机制 ,主要内容: 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形成自我保护机制 ; 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三化”并举、“三品”联创的现代高效农业, 建立、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产业机制 ;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 加快发展非
农产业, 建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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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Mechanismof Increasing Peasant Income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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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tting Lvyanghu village of Jiangdu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the mechanismof increasing peasant i ncome was explored . The
content was as follows : establish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y organization , formation of self-protection mechanism,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
trial structure ,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high efficient agriculture paying euqal attentionto “Sanhua”of associated creation of “Sanpin”,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mechanismof enhancing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benefit , adj ustment of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
tural industry and establishment of long-acting mechanismof increasi ng peasant income continuous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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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渌洋湖村位于江苏省江都市西北部, 邵伯镇境内, 占地

726 .67 hm2 , 总人口2 343 人。2003 年人均收入不足3 900 元 ,

低于江都市人均水平 , 是一个比较贫困的村。该村地处渌洋

湖核心区内, 其中190 hm2 被批准为“扬州市自然生态保护

区”, 区内无任何污染、自然条件优越。村民在党总支、村委

会的带领下,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艰苦创业, 坚持“工业强村、

科技兴村、养殖富村、生态美村”的发展战略 , 走出一条强村

富民的特色之路, 一跃成为全市全面小康创建村、示范村之

一。渌洋湖村2005 年三产总产值为9 407 万元 , 人均纯收入

达6 150 元 ;2006 年三产总产值为1 .17 亿元, 人均纯收入达

8 899元;2007 年三产总产值为1 .31 亿元 , 人均纯收入达

10 794元。纵观渌洋湖村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大幅

度递增的轨迹, 已逐步形成了多策并举、机制创新的农民增

收模式 , 笔者以此为例探讨农民增收机制。

1  渌洋湖村建立的农民增收模式

1 .1 创新土地经营机制,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在当前农村社会 , 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总收入的基本组成部

分, 而近几年来,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 村里

大部分劳动力进厂务工或外出打工,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的分散、单一经营方式与农业发展的产业化、市场化产生难

以解决的矛盾, 农业产出效益低下。因此如何强化农业基础

地位, 转换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机制, 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

效益, 成为渌洋湖村“两委会”首要考虑解决的问题。要想改

变这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状况, 关键是要提高农民进入

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 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为此 ,

渌洋湖村“两委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借鉴外地

经验, 采取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建立合作组织, 报请市农工办

批准, 于2004 年10 月成立了扬州市第1 家农民土地股份合

作社———江都市渌洋湖区农林综合开发合作社。合作社共

吸纳社员1 494 人, 入股土地124 .67 hm2 , 设立股数1 494 股。

合作社成立后以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 促进农民增收为宗旨 ,

建立了保底分红的利益分配机制, 每股每年保底分红300 kg

粳稻,60 岁以上老人每年发给生活补助费300 元, 为农民提

供基本生活保障。合作经营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经营, 提高了农业产量。入股土地统一规划平整、开沟降渍 ,

解决了多年来土地分散经营所造成的严重渍害,2006 年合作

社稻、麦单位面积产量首次达到12 750 kg/ hm2 , 比入股前增

加2 250 kg/ hm2 ,2007 年推广种植优质良种黑麦草、苏丹草占

总面积的71 % 。同时合作经营使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

副业生产上, 合作社《章程》规定:“以土地入股者,60 岁以下

的劳动力保证安排就业, 保底工资不低于4 000 元。”这些劳

动力除获取保底分红外, 又取得工资性收入, 最多的达到

16 000 元, 最少的也有8 000 元。经土地流转的农民拓宽了增

收渠道 , 人均收入增加1 000 元以上。

1 .2 科学规划农业资源 

1 .2 .1  优化组合农业生产要素。合作社入股土地124 .67

hm2 , 经过平整, 加上水面、滩涂, 总面积为433 .33 hm2 。经南

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专家、教授反复研究论证, 渌洋湖水

面洁净、土壤肥沃、滩涂面积大、林业资源丰富, 以宽畅三纵

四横经纬道路与扇形圩堤, 把全区规划成八大园区, 即良种

繁殖区、经济果蔬区、生态林区、水面养殖区、湖中湖观光旅

游区、产品加工区、工业区、社员居住区, 有效实行了区域化

布局, 统一化管理。

1 .2 .2  注重引进先进科技。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农业一、

二、三产业( 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 , 实行多层次、多元化、

多形式的优化组合, 采用禽、鱼混养 , 林、草套种的循环经济

模式, 促进了林、禽、鱼、加、有机大米、绿色果蔬多种产业的

共同发展, 形成种养加、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格局 , 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合作社成立后, 在扬州大学农

学院等专家、教授的指导下, 引进英国的樱桃谷鸭, 筛选地方

麻鸭, 推广有机大米、绿色果蔬栽培 , 发展经济林种植, 在林

中套种牧草, 以牧草饲喂昭关白鹅、草鸡, 鹅肉利用传统工艺

加工成昭关盐水鹅, 禽粪作有机大米、绿色果蔬基肥 , 禽毛作

羽绒加工。同时对丰富的水面进行科学利用, 水中引进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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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天然红色素的红叶草做百万只蛋鸭饲料, 利用肥水养殖

鲢、鳙、扁家鱼; 鸭蛋加工成无公害渌洋湖牌松花蛋、咸蛋; 老

鸭加工成鸭煲。2007 年合作社炕孵苗禽200 万只, 养禽30 万

只, 蛋品加工2 000 万只, 培育经济林木10 万株, 实现农业总

产值3 100 万元, 比上年净增265 万元, 增幅达9 % 。农业的

一、二、三产业形成良性循环, 共同发展, 既消除了种、养业废

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变废为宝, 又改良了土壤 , 增加土壤有机

质含量, 净化了生态环境 , 初步实现了品种良种化、品质无害

化、品牌名优化、市场占优化的发展战略。

1 .2 .3 适应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统一制定并实施产品质量

和安全卫生标准, 逐步完善安全生产监控体系 , 大力实施农

产品品牌战略, 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

品品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 降低了农产品

的各生产环节成本, 而质量是决定农产品价格的生命线。合

作社对每个生产环节严格把关, 对生产的要求按国家规定的

标准严格实施。农副业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从正规单位、

龙头企业购进, 优良品种从外地或国外引进, 饲料按标准配

制, 施肥、治病、禽鱼防疫由专家指导, 这样生产出来的大米、

蛋制品经省质量局检测 , 质量均达标, 分别获得有机食品和

无公害食品的证书 , 并在国家成功注册了8 个渌洋湖类别商

标, 持“绿卡”的农产品投放市场, 备受消费者青睐, 丰富了城

乡人民的“米袋子”、“菜篮子”,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1 .2 .4 积极打造绿色生态观光旅游业。将保护和开发农业

的生态资源有机结合 ,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自然生态

景观、观光农业为主体, 修复千亩渌洋湖原生态; 新建观光荷

花池, 森林游乐园, 太公垂钓等旅游景点; 融入扬州旅游线 ,

开发森林水上游, 曲径生态游, 湖中景点游, 农家乐假日游等

旅游项目, 努力将渌洋湖村建设成一个集生态保护、农林开

发、观光旅游, 青少年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复合、高效型综合开

发核心园区。

1 .3 夯实以工哺农的基础, 构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渌洋湖村以绿色农产品加工业和机床制造业为龙头, 积

极发展壮大集体工业 , 目前建有饲料加工厂、蛋品加工厂各1

座, 成立有江都市亚威机床附件有限责任公司、三元机床厂 ,

目前各厂发展态势喜人。其中江都市亚威机床附件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的机床配件被列为全国前10 强。前几年与中国

人民解放军7426 厂和上海劳机厂联营生产的机床工具畅销

全国, 远销亚太和欧美国家。2007 年又与镇江机床厂挂靠 ,

由配件生产转为部件生产, 生产的“三箱两成”产品供不应

求,2007 年工业产值达9 500 万元, 占三产业总产值的70 % 以

上。在当前国家财政投入农村的总量既定的条件下, 村办企

业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的反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如村里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全部从村办工业中调拨, 没有增加农

民个人负担 ; 安排村里剩余劳动力进厂务工, 增加了农民的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2  渌洋湖村农民增收模式的启示和思考

2 .1 取得的经验

2 .1 .1 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形成知我保护机制是促进

农民增收的重要保证。渌洋湖村创新土地经营机制, 组织农

民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 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建立了“渌洋湖

区农林综合开发合作社”, 以合作社为依托培育新型市场主

体, 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和产业化进程 , 在确保农民对土地

的家庭承包经营机制不变的基础上, 使农民从雇佣劳动力转

变为企业的主人, 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热

情。同时,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 可以在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实现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

化配制; 可以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 可以解决政府部门

“包”不了, 集体经济组织“统”不了, 龙头企业办不了, 农民单

家独户又干不了的事情 ; 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实现了

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1] 。

2 .1 .2 建立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产业机制, 是增加农民收

入的基本途径。发展“三化”并举、“三品”联创的现代高效农

业,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三化”是指市场化、生态化、产业

化;“三品”联创是指围绕“从田头到餐桌”的优质农产品供应

链, 以品种创新调优农业结构, 以品质创新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 以品牌创响名优农产品竞争力, 形成以农产品品种为

基础、品质为保证、品牌为龙头的农业一体化产业链。“三

化”并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三品”联创是发展现

代农业的有效举措。“入世”后, 由于我国在大宗粮食作物上

缺乏比较优势, 而在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非粮食产

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因而可以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农

民由生产粮食产品转向生产非粮食产品。这是我国农业市

场化进程的必然趋势, 也是农民增加收入、改善境况的机遇

和主要出路[ 2] 。因此 , 渌洋湖村坚持发挥比较优势, 充分利

用优越的农业自然资源, 发展优势主导产业, 坚持走种养加、

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之路; 坚持走品种优良、品质高档、品

牌名优之路, 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

2 .1 .3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加快发展非农产业 , 是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的主要途径。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中, 农业所占比重不断缩小是一个必然趋势。农民收入来源

趋向多元化和多样化 , 由过去主要依靠种植业转向依靠非种

植业, 由过去主要依靠农业转向主要依靠非农产业[ 3] 。因此

在农村要通过大力兴办集体工业, 发展交通运输、餐饮、服务

等第三产业 , 鼓励农民兴办劳动密集型家庭工业等方式、途

径,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或就地向非农领域转移 ,

直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 , 同时利用工业发展

为农业提供积累资金 , 大力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设

施,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为增收提供基本条件。

2 .2 面临的难题

2 .2 .1 人才培养有缺口。三业发展急需一支懂业务、能经营、

会管理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队伍。人才是发展经济的关键

因素, 而农民大多受教育程度低, 生产、管理技能缺乏, 因此要

大力实施农民培训工程, 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 加快

实现由体能型劳动者向技能型、创业型劳动者转变。

2 .2 .2 资金投入有缺口。农业生产所需资金量大, 如兴修

水利、修路、建设输电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 都需要大量的资

金, 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力度, 建立支

农惠农的政策激励, 使农民得到实惠。同时立足自身经济发

展, 通过招商引资、吸纳民资、信贷、争取项目资金等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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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PCR 扩增, 有13 对( 41 %) 引物在三角帆蚌基因组中扩增出

特异性条带, 其中有10 对( 31 %) 引物具有多态性[ 13] 。本研

究选用的25 对虾夷扇贝引物中有6 对( 24 %) 引物在栉孔扇

贝基因组中扩增出特异性条带, 其中有2 对( 8 %) 引物具有多

态性。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比, 本研究所得多态位点比例较

小, 这可能和栉孔扇贝与虾夷扇贝之间亲缘关系较远有关。

注 :1 ～6 虾夷扇贝 ;7 ～12 栉孔扇贝 ;13 ～18 栉孔扇贝( ♀) ×虾夷扇贝( ♂) 。

Note : 1 ～6 . P . yessoensis ; 7 ～12 . C . farreri ; 13 ～18 . C . farreri ( ♀) ×P . yessoensis ( ♂) .

图2 引物P13F449 在虾夷扇贝、栉孔扇贝和栉孔扇贝( ♀) ×虾夷扇贝( ♂) 上扩增的电泳图谱

Fig .2 Electrophoretic patterns of PCRproducts amplified by pri mer P13F449 on P . yessoensis , C. farreri andtheir hybrid

  应用分子标记技术来寻找物种特异性标记是进行杂种

鉴定的有力手段。已有许多学者利用分子标记技术从分子

水平上对贝类杂交种进行遗传学鉴定。万俊芬等采用ISSR

技术分析了栉孔扇贝和华贵栉孔扇贝单对杂交子代对双亲

遗传标记的继承情况[ 14] ,Ibarra 用微卫星技术分析了绿鲍和

红鲍商业化生产的杂交子代的遗传构成[ 15] 。本试验中用6

对具有属间通用性的虾夷扇贝微卫星引物对栉孔扇贝( ♀)

×虾夷扇贝( ♂) 杂交子代进行杂种鉴定, 发现引物P13F449

和KMY134 的扩增产物中可以明显地分辨出来自父母本群

体的特有条带, 可以判定杂交子代确实为栉孔扇贝和虾夷扇

贝的杂交种。由于虾夷扇贝和栉孔扇贝在这2 个微卫星位点

上的侧翼序列有同源性, 但CA 重复次数变异较大, 致使扩增

条带的大小有较大差异, 所以引物 P13F449 和 KMY134 可以

直接用于栉孔扇贝( ♀) ×虾夷扇贝( ♂) 群体的杂种鉴定。

该研究结果表明, 栉孔扇贝与虾夷扇贝属间通用微卫星

引物是存在的 , 而且部分引物可以直接用于属间杂种的鉴

定, 这为进行大规模栉孔扇贝×虾夷扇贝群体的杂种鉴定以

及家系中的亲子鉴定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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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资金。

2 .2 .3 农民思想有阻力。农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存在“等、

靠、要”依赖思想, 安于现状 , 小富即安, 不思进取等心理, 严

重制约着农民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状况的斗志和奋斗精

神。因此要大力宣传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开放

意识、民主法律意识等现代价值观念, 实现农民思想上的

“脱贫”, 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首要前提。

3  结语

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重大任务之一 ,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

归宿, 研究农民增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农民增收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的任务 , 受多种因素制约, 从渌洋湖村农民

增收的模式可以得到启示, 促进农民增收需要转变观念、创

新思路 , 既要在农业内部挖潜 , 又要跳出农业圈子, 探索新

途径, 多渠道挖潜 , 建立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

制, 真正实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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