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颜世龙 潍坊报道

“全国乡村振兴看山东、山东乡

村振兴看潍坊”。

作为山东省潍坊市的县级市——

昌邑市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青阜路

径”。在青阜村，原本寸草不生的盐

碱地，经过引水改地，土地流转规模

化经营，机械化和科技化降本增效，

如今成了“吨半粮田”，形成了以粮食

生产为核心，畜牧、养殖、深加工等

多元化发展齐头并进繁荣之势。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基层

乡村振兴工作怎么做，又该从何处

振兴？各路资本涌入乡村能否赚

钱？又该以何种姿态进入才能实现

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中国经营

报》记者专访昌邑市乡村振兴局副

局长钟百川，从一线政府角度来解

析乡村振兴方法论。

《中国经营报》：能否介绍一下

当前基层乡村振兴的基本情况和主

要工作？实施乡村振兴工作过程中，

如何让村集体实现自我“造血”，有何

经验可以分享？

钟百川：当前昌邑市的乡村振

兴工作主要还是承接以往扶贫办的

工作，主要精力放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上，防止返贫情况发生。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作，主

要包含 5 个方面的振兴，分别是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单纯靠乡村振兴

局一个单位的努力难以做到，这需

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以及其他

兄弟单位的支持，还有社会各方面

的努力。

以我们为例，我局目前核定的

有2个行政编制和10个事业编制，

工作人员也都是从其他各个单位抽

调而来，如果没有其他兄弟单位的

支持，工作难以开展。当前，各级政

府非常重视乡村振兴工作，让我们

放开手脚干活。以潍坊市级层面为

例，市里向昌邑派驻了18个驻村第

一书记，每个书记都分别来自不同

市直部门，潍坊财政按照每名第一

书记20万元资金进行配置帮扶，或

用于产业项目，或进行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资金，

而是各个部门所带来的政策、资源、

项目。

就昌邑市乡村振兴局而言，目

前每年能调动的资金大约在 1000

万元左右，这些上级拨付的财政资

金主要用于全市 24 个乡村振兴项

目，主要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项目两大类。基础设施类的投资

主要是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形

成固定资产确权给村集体，而产业

项目则包含光伏、蔬菜大棚、养殖等

不同类型项目，一个产业项目可能

对应一个或几个村集体，项目分红

入账村集体。

乡村要实现“造血”，主要还是

依靠产业振兴，只有把产业项目搞

活，村集体才能有持续性收入。在

日常工作中，我们会在年底征集产

业项目，经过严格的评审后才能纳

入项目库，等来年我们会根据上级

资金拨付情况来确定项目。

举个例子，此前我们将 400 多

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购买2台农业

大型机械，以租赁的方式交付给某

公司，但这2台机械是确权到33个

村子，该公司会每年拿出9%的收益

对这33个村子进行分红，村集体可

将这笔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困

难村民救助等其他方面。如果相关

公司经营不善，我们可以终止合同

收回资产，这样能保证我们的扶贫

资金不流失，不减值。

资本进入乡村振兴能赚大钱，但需要耐心

乡村振兴需多方努力

《中国经营报》：就目前而

言，乡村振兴多数是靠能人带领，

如果一个村子没有能人怎么办？

你认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先从

哪方面振兴？

钟百川：当前很多乡村之

所以能致富，确实主要是要靠

能人的带动。以青阜村为例，

当地原来是盐碱地，几乎寸草

不生，在孙德东的带领下，以工

业反哺农业的方式，通过引水

改地，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

种粮，走出了“青阜路径”，实现

了乡村致富。对于没有能人的

村子，我们也联合农业农村局

等兄弟单位开展一系列的技能

培训，目的就是培养能人。除

了内生培养能人，我们还借助

外部专家、各类政策和资源等

支持。

乡村振兴首要的就是要产

业振兴，只有产业得以振兴，乡

村 才 能 实 现 自 我“ 造 血 ”。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资本

能否在乡村振兴领域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资本进入

乡村振兴领域，要注意什么？

钟百川：乡村振兴需要各

种资源的进入和支持，资本尤

其重要。可以明确地说，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实现双丰

收，而且能赚大钱，乡村大有可

为。资本逐利无可厚非，但前

提是资本进入要有心理准备，

耐心最为重要，做好价值投资

准备，不能追求短平快，遵循经

济发展规律。

尤其是以农业为例，因为

农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

这不像工业品，开动机器就会

按照设计图纸生产出可复制的

产品，而粮食价格虽然国家有

保护机制，市场风险较小，但自

然灾害却是难以避免。

其次要有情怀。所谓有情

怀就是要热爱农村的每一寸土

地，和农民打交道是一门学问，

并非完全可以照搬照抄商业逻

辑，资本如果不接地气，和老百

姓对着干，往往干不成。其实

这就是农村的人情世故，你只

有爱农村，有情怀才能真正理

解老百姓的想法。至于其他的

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处理。

资本要做价值投资

本报记者 颜世龙 潍坊报道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作为中国社会的“压舱石”，乡村是

否得以振兴，不仅关系脱贫攻坚成

果的巩固，而且牵动“中国人的饭碗

是否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一头等

大事。夯实乡村振兴，即是迈向共

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十九大以来，伴随乡村振兴这

一国家战略的实施，资源富庶、人才

济济、土地肥沃之乡村多数已摸索

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路径”，但各

类资源贫瘠所造成的穷乡村仍在艰

苦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深受15

亿亩盐碱地所拖累的乡村。连野草

都不长的盐碱地，该如何实现乡村

振兴？

《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期在山东

省潍坊市昌邑市采访了解到，位于

渤海湾南岸的柳疃镇青阜村近些年

通过引水改良盐碱地、土地流转、规

模化经营等方式走出了一条乡村振

兴“青阜路径”。

以前的青阜村，“只长黄席不

长粮”“潮一潮，十年不长苗”是盐

碱地撂荒的真实写照。现如今的

青阜村，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与水

满鱼肥的淡水水库遥相呼应，白

茫茫的晒盐池与绿油油的高产田

隔路相望，矗立于田间的油井“磕

头机”与现代农田喷灌系统相得

益彰。

“青阜路径”能否走出昌邑，关

系着其他盐碱地里能否种出同样的

幸福。

今年60多岁的孙德东看上去要

比城里的同龄人老一些，花白的短

发，黝黑微胖的身材，说话慢悠悠

的，如果是生人在街上看到他，与万

千的中国农民似乎并无二致。但熟

悉的人知道，他是青阜村的村主任，

也是潍坊丰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丰瑞公司”）的董事长。

至今他仍旧保留了一个习惯，

每天凌晨4点起床，5点召集公司高

层开会，6 点吃完早饭就去地里转

一转，一直到上午10点才回到办公

室，接待一波又一波来访和学习的

客人。

17 岁当兵，后转业回到青乡

供销社负责物资供应，再到后来

到供销社下属养虾厂当厂长，改

制下岗后又第一批承包了门市

部，盐田晒盐，建溴素厂，种粮养

牛，在外人看来孙德东似乎每一

步都踩对了点。

“当时在供销社养虾，别人的虾

厂都赔钱，而我一年就给供销社赚

了 50 万元。”孙德东回忆起当年的

往事。问到原因，他说：“那时候流

行的都是损公肥私，而我是当兵的

出身，没有那个心。”也正是因此，当

时的供销社一举将他的月工资从

57元提到了70多元，还被评为全市

供销系统劳动模范。

随着供销社改革，孙德东成为

第一批承包综合门市部的人，当时

上级给他定的是一年 2 万元的任

务，只要交够公家的任务剩下的就

是自己的，而他经营第一个月就赚

了4万元，第二个月赚了17万元，在

上世纪90年代，27岁的孙德东已经

是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伴随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越

来越多的人下海经商，2000年前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青阜村，因村

子紧邻渤海湾，是有名的盐碱地，他

承包了 3000 亩地做起了晒盐的营

生。“那时地里什么也不长，只能晒

盐，土地也才 5 块钱一亩。别人的

盐田一亩地只能出 3 吨盐，而我另

辟蹊径从远处打井引来含盐更高的

卤水，我的一亩地可产8吨盐。”

伴随工业盐价格飙涨，孙德东

又将盐碱地通过土地流转方式扩建

到了 1 万亩，此后他又因发现卤水

晒盐的副产品溴素可作为工业原

料，为避免浪费又投资建设了溴素

厂。工业发家的孙德东在那时已经

身价不菲。用他的话来说是“资本

已经积累得差不多了”。但眼看着

还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仍旧寸草不

生，农民出身的他倍感心疼，“我想

着做点事，毕竟人这一辈子也不能

光为钱忙。”

在他的带领和政府的帮助下，

先后投资近3亿元从二三十公里外

的潍河“南水北调”，铺设管道，引水

改地。打井、铺管道、做防渗、架喷

灌，一步一步将淡水引向盐碱地。

目前，在孙德东的带领下，青阜村铺

设灌溉管道51.4公里，修建蓄水库

32 个，综合蓄水能力达到 500 万立

方米。水源短缺、海水倒浸、土地泛

碱这一困扰青阜村最大的历史性灾

害一举攻破。

改良盐碱地需要的不仅仅是

水，青阜村先是与科研攻关团队开

展合作，利用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

水等方式改良盐碱地2.5万亩，又通

过种植苜蓿、棉花、大豆等耐碱作物

来逐步改良盐碱土壤，地块改良后

再种上玉米、小麦等主粮作物，目前

亩均增产粮食 600 斤以上，土地收

益率大大提高。

能人，引水，改地

山东昌邑：盐碱地里种出乡村振兴

2022.8.8

中国经营报CHINABUSINESSJOURNAL

主编/童海华 编辑/卢志坤 美编/刘洋 校对/陈丽 tonghaihua@cbnet.com.cn B9
B9~B15

区域·地产 WWW.CB.COM.CN

水有了，地有劲儿了，但如

何赚钱，如何赚大钱才是根本。

答案是以土地流转方式走向规

模化。

“我们家 12 多亩地，在过去

如果情况好的时候一亩地也就是

能赚 150 元左右，一年也挣不到

2000块钱，还不如出去打工赚得

多，如果风不调、雨不顺甚至还要

赔钱。但作为老百姓来说又觉得

不种地就只能撂荒，心里不得劲

儿。”和这片盐碱地打了一辈子交

道的青阜村村民孙德桓说。

在孙德东的带领下，青阜村

开启了大规模土地流转。“我们

家土地流转得早，也根据地块

不同价格都不一样，最便宜的

300 块钱一亩，贵的有五六百块

钱一亩，最重要的是省心了。”

孙德桓说。

由于承包费高于自种自收

收益，不仅是青阜村的村民们积

极行动了起来，甚至其他周边的

村子也响应了。此前的沟渠路

壕、“四荒”地，以及闲散边角的

土地在眼下都成了重要的土地

资源，青阜村将其全部整合，把

原来的非耕地变成了可耕地，增

加了耕地面积。而附近的灶户

村，通过土地整合利用，新增耕

地面积1100亩。据了解，青阜村

及周边 15 个村共整合土地资源

10.2 万亩土地。由此，规模化种

植蔚然成风。

投资 1.2 亿元购置的大型拖

拉机、智能配肥机、植保无人机、

自走喷药机等一系列机械化纷纷

进场，国内外先进农机装备 300

台（套），建成日烘干能力1050吨

的粮食烘干塔和 5000 平方米的

粮食储存库，从种到收全程实行

机械作业，实现了小麦、玉米、棉

花、大豆、花生、小米、苜蓿、高粱

等作物的多元化种植，大大提高

了种植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此外，青阜村还与国家、省、

市科研院所和大中专院校合作，

组建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工作站、

病虫害监测站等，引进20余名兼

职农业科技专家，积极开展良种

培育、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攻

关，全面实现科学种植管理。

投资2500多万元建设“青乡

为农服务中心”，配套建设大数据

智控中心，将温湿度检测、光照指

数等数据资料统一收集、汇总研

判，用大数据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

性、精准化的技术指导，农业产出

大大超过本地平均水平。实施“沃

土工程”，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和滴管、微喷等高

效节水灌溉技术，根据农作物需求

对农田水分和养分进行综合调控

和一体化管理，智能配肥面积达到

3万亩，水肥一体化灌溉农田1.6万

亩，实现节水50%以上，肥料有效

利用率提高30%以上，每年节约种

植成本1800多万元。

在青阜村，不仅仅是种粮，畜

牧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也

成为重要增收途径。昌邑市乡村

振兴局副局长钟百川介绍说，青

阜村走的是粮经饲统筹、农牧结

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

的发展思路，积极发展面粉加工、

秸秆饲料加工、杂粮包装销售等

产业，推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加

快产业、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趟出了一条生产、加工、经营

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钟百川以孙德东种粮为例为

记者粗算了一笔账，十多万亩如

果全部种小麦，按一亩地产粮

1200斤，1.5元/斤计算，一季小麦

就收入1.8亿元左右，而这还不含

国家粮食补贴。“而种植成本基本

靠一季玉米就能收回。”

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

水源短缺、海水倒浸、土地泛碱这一困扰青阜村最大的历史性灾害一举攻破。

“蛋糕”正在不断做大，如何

分“蛋糕”则直接关系着整个村子

的共同富裕，青阜村走出了农村

集体经济和农民双增收的路子，

依托“社村企共建”模式，积极盘

活农村集体资产，通过经营分红、

整理土地、物业管理等多种途径，

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2017年10月，由丰瑞公司发

起、青阜村委和全体村民共同组

建成立整建制行政村入股参与的

土地股份制企业——昌邑阜瑞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瑞

公司”），丰瑞公司以资金、设备、

技术入股，村集体以蓄水湾塘、

“四荒地”入股，村民以承包土地

入股，公司每年利润的60%进行股

权分红。因此，青阜村和村民都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孙德桓说，自己和老伴儿现

在主要是三方面收入，一是将自

家的土地流转给丰瑞公司，每年

有三四千元的租赁费。二是将手

里剩余的3亩土地入股合作社，每

年有1200元的保底钱和年均二百

多元分红。三是自己则在丰瑞公

司从事后勤工作，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现在月薪在6000多元。

钟百川表示，凭借土地入股，

实现了让农民“持久性受益”。在

成立阜瑞公司时，青阜村364户村

民中有359户以承包土地入股，每

户每年可增加收益1000元以上。

村民变股东，不仅得到更多实惠，

而且增强了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村民心更齐了，村情更稳定了，形

成了齐心协力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而通过大力开展土地流转，

积极推行土地托管，农户只需支

付托管服务费用即可获得农业生

产收益，这就让农民们腾出时间

务工，真正将大量农民从土地上

“解放”了出来，有序向二三产业

转移，较好地解决了当前农村“打

工顾不上种地、花钱种地成本高”

的问题。依托这一模式，农民实

现了土地租金、经营分红、务工生

产三份收入，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明显提高。

“‘青阜路径’的发展模式已

经成为山东土地经营规模最大、

机械化程度最高、基础设施配套

最全的现代农业项目， 出了一

条农业提质增效、农村美丽宜居、

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全面振兴新

路子。”钟百川说。

“在以前，村里60岁以上的老

人基本就没有收入来源了，但现

在只要想干就能赚钱，现在村里

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能在家门口找

到活儿干。眼下因为外头企业效

益不太好，反而很多年轻人都选

择来了农村，因为我们这儿不比

城里赚得少。现在你只要会开拖

拉机，基本上工资都能到8000元

以上。”孙德桓说。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投资1.2亿元购置的大型拖拉机、智能配肥机、植保无人机、自走喷药机等一系列机械化纷纷进

场，国内外先进农机装备300台（套），建成日烘干能力1050吨的粮食烘干塔和5000平方米的粮

食储存库，从种到收全程实行机械作业。

在成立阜瑞公司时，青阜村364户村民中有359户以承包土地入股，每户每年可增加收益1000元

以上。
青阜村机械化秸秆打捆。 齐英杰/摄影

“青阜路径”实考

访山东省昌邑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钟百川

昌邑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钟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