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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资本下乡，
将城市的高水平人
才、先进管理技术、
产业发展积累的资

本带到乡村，为广大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新活力。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城乡间的壁垒在弱化，
生产要素得以合理流动、优化
组合。广袤大地上，工业理念
和元素开始集聚，推动乡村的
产业形态更丰富、结构更合
理、更聚财气人气。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不再靠天吃饭，与土地的捆绑
关系在放松；二、三产业项目
落户在乡间田野，需要并推动
农人变身企业职工；种地的老
把式们，见面不再讨论种苞米
还是种土豆，而是打什么工、
赚几份儿钱……但是，习惯了
待在“舒适区”的人们，不愿
改变；缺乏经验可循，变革之
路难免遭遇波折。

如何通过工商资本下乡
激活乡村资源进而推动乡村
产业发展？

请看本报调查——

提要

引子

7 月 15 日，抚顺市抚顺县拉古
乡陡山村，牟晓红和丈夫王成文一
大早就在灵芝大棚里忙活起来。

“现在到11月是灵芝出粉的季
节，一定得看好喽，24 小时不停地
收粉。”牟晓红说，自打2015年下乡
种灵芝开始，深切感受到生态农业
潜力无限，比原来在城里做企业省
事又省心。

周围的村民看到牟晓红家的灵
芝大棚连年高产，纷纷效仿跟进，附
近的灵芝大棚多了起来。原来低产
出的玉米地，变成了高收益的灵芝
草种植基地，一方村民的日子也越
过越红火。

改变的不只是土地里的产出，
还有村民的身份角色和行为习惯。

在凌源市万元店镇热水汤村，
凌源市益丰元休闲度假有限公司投
资兴建了女神宫汤泉城。步入其
内，现代化的管理和服务气息十足。

“欢迎！我来给你介绍介绍情况！”
54岁的贾守学是铁匠炉村村民，在
汤泉城做保安，得知记者来采访，用

“欢迎”二字做开场白，这一举动让
公司管理者不禁嘴角上扬。从农民
转为服务业员工，贾守学感觉与人
沟通的能力在增强，这种变化连自
己都没想到。

“我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对员
工进行培训，让他们熟悉服务流
程，适应身份上的改变，现在大家
普遍建立了较好的服务意识。”凌
源市益丰元休闲度假有限公司市
场部经理于淼表示，过程不易，但
效果还好。

工商资本下乡，加速了城乡资
源流动，提高了乡间产出，推动乡风
文明。这一切的变化，时时刻刻在
发生。

工商资本下乡，主力是怀揣梦
想、有能力、有技术、有资金、懂管
理，愿意投身乡村的人们，但这也仅
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则是，乡村
方面人力、资源、政策等要素的优化
配合。

调查中，诸多受访者表示，仅有
资本方的热情远远不够，只有乡村
方敢为、愿为，才能产生“1+1＞2”
的效果。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
农 民 的 想 法 还 是 有 一 定 局 限 性
的，他们宁可自己种老品种或者
撂荒，也不愿流转土地。因为他
们觉得，种上地心里踏实，流转出
去怕不稳妥。这种想法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工商资本和农民双方利
益均受损。

“资本下乡，对土地要素有直
接需求，而这恰是一大难点。”晟
昱菜业总经理李海表示，自己带
着资金、技术下乡，主要从事蔬菜
加工。为保证原料供应，打造种
植基地非常必要。而想要自建基
地，几乎不可能。农民不愿流转
土地，想要说服几户流转集中连
片 的 土 地 更 是 难 上 加 难 。 不 得
已，企业从 2007 年到 2017 年一直
租地种菜。而农民要求利益最大
化，企业直接面对农户租地，成本

居高。现在，企业选择与种植大
户签订保底种植合同，才得以稳
定成本。

记者了解到，一些农民看到工
商资本下乡赚钱后，随意提高土地
租金。受访专家表示，要改变这种
状况，需要政府加以引导，整体规
划乡村发展，引入适合本地发展的
工商资本，同时对村民进行培训，
给其带去新思维新理念。必要的
时候，可通过村规民约，在保障农
民利益的基础上，约定相关权利义
务，促进农民与下乡的工商资本紧
密合作。

同时，工商资本方也应用自身
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来影响传统
农人。“瞄准高端项目，与食品、药品
企业合作进行深加工，做灵芝月
饼。今年灵芝收获后，我们要建灵
芝小镇，融入旅游元素。”牟晓红将
自己的计划说给基地周边的村民
听，让他们的思路与自己同频，利益
与企业共享。

明确下乡的工商资本如何发
挥作用，可以带给农民安全感，让
农民知晓工商资本来临时，自己能
干什么、怎么干，有的放矢向目标
努力，才可让干事创业的热情在乡
间蔚然成风。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李越摄

“技”与“才”下乡

消除农民“怕不稳妥”的担心，让“1+1＞2”出效果

城乡互促，是一个工与农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从碰撞到融合的过程

培育“新农人”需修好跨界课
本报记者 李 越 胡海林

城镇工商企业向农业农村投资，
这是跨区、跨界课题。“工”与“农”各
自带着固有的思维习惯，寻求与对方
的靠近乃至融合，这个过程需要不断
磨合，彼此的观念都要改变。

以工商资本方为例，本质是逐
利，下乡之前可能对农业并不十分了
解，在“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下，如果
只有一腔热情，想用高投入砸出高产
出，很可能引起水土不服。

采访中，诸多创业者、投资人、农
民均表示，近年来现代农业前景确实
很好，与城市工商业日趋激烈的竞争
和相对饱和的市场相比，田间地头确
实潜力巨大。但投资农业要慎重，且
不能“期望值过高”，因为这一看上去
门槛低的产业，需要强大的资金、技
术、人才支持。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
万元，可能整体框架的“影儿”都看不
到。如果项目选择有偏差，很容易被
项目套牢，陷入投资乏力的境地。现
实中，将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身家投
入农业，最终铩羽而归并非孤例，所

以一定要改变农业“简单”“好做”的
老观念。

“立项最为关键。干什么？怎么
干？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自己
熟悉、能驾驭的领域。刚开始小范围
尝试，切忌贪大求全。”牟晓红表示，
等到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再考虑扩
大规模。

于淼也认同这一点，“工商资本
从城市到乡村，要经过一个适应过
程。在充分了解当地资源环境、风土
人情，且项目运行一段时间后，再考
虑做大。”

调查中，多位受访者表示，工商
资本无论是投入到一、二、三产业哪
个领域，都需要人工支持。且随着产
业的壮大，需要越来越多的村民变身
企业职工。村民守家在地，通过劳动
多获得一份收入，“几年前想不到的
事儿”正在变成现实。

“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在家门
口儿打工，上班时间灵活，按数量和
质量计工资，不耽误自家地里农活，

还能增加一份收入。”在凌源市北炉
乡北炉村，凌源市晟昱菜业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晟昱菜业”）的
潘玉华一边择菜一边说，自打晟立菜
业投产后，附近不少村民都过来打
工，一个月多收入2000元不成问题。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有了身份
的改变，也有了观念上的变化，打工
就改变了很多村民原本“混日子”的
想法。“大伙儿一起干活，原以为干多
干少一个样，结果开工资时真有区
别。”潘玉华说，谁多长时间择了多
少，质量咋样，公司都有记录。现在
大家都比着干，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这种干事的热情还在向村民日
常生活延伸。打工的时候自己收拾
得干净立正，活儿干得精细，平时生
活也邋遢不起来了，整个村子的村容
村貌间接得以改善。

这种变化在凌源市万元店镇热
水汤村同样明显，垃圾不随手乱丢、
出门互相问好、时常要迎接游客的村
民们，更懂得营造好环境的重要性。

“工”与“农”交融

靠近并磨合的过程渗透了新理念，让投资人和村民有了更多好想法

“产”与“销”换位

现代化管理要素的介入使传统农业升级，让乡间的休眠资源活跃了

工商资本下乡，最初以投入一产
居多，之后开始向二、三产业延伸。
但无论投到哪个领域，对于传统生产
方式来说都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以前种玉米，一亩地打不了多
少粮食，把地流转给种植基地，再到
这儿打工，得到双份收入。”近年来，
阜新市彰武县双庙镇双庙村村民李
志强，每年都能比过去多收入五六千
元。得益于有客商看好了这里集中
连片的土地，流转过来建西蓝花种植
基地，让土地上的产出倍增。

更让他感到变化巨大的是，以前
打完粮食后，自己想方设法往外卖，
现在种的菜不愁销路，到收获季，客
商主动上门来收购。

记者发现，工商资本下乡，进行
土地流转，将原本的玉米地改成高效
经济作物种植基地的事例不胜枚
举。这些投资人大多先进行市场考
察，在充分考虑并构建销售网络后，
选择适合的区域建基地，最终“以销
定产”。这完全改变了传统农业先生

产再找销售渠道的被动局面，现在是
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生产适销
对路的产品，掌握主动。

“很多时候，我们的孢子粉还没
有收集完，就有客户在预订了，供不
应求的情况经常发生，明年我还要扩
大种植规模。”牟晓红谈起她投资乡
村产业的经历，仍为当初的判断感到
欣慰。她告诉记者，早年做针织活
时，也曾带动千余人就业，随着用工
成本增加，再加上当时企业动迁，她
将目光瞄准了生态农业，成立了辽宁
茂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进行灵芝种
植和附加产品的生产加工。

“当时立项是看到很多人对绿
色、生态、健康食品有需求，现在看来
这条路选对了。”牟晓红说，工商资本
下乡，要明确思路，先找市场再组织
生产，同时引入现代化的管理要素，
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升级，让城镇工
商业者和传统农民均获新生。

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不仅可顺
畅对接终端消费市场，还能捕捉到潜

在商机，激活乡间的休眠资源。
这方面，凌源市益丰元休闲度假

有限公司兴建的女神宫汤泉城堪称
“教科书”。

“我们到这儿来开发温泉项目，
就是看中了这里尚未得到有效开发
的温泉水资源。”于淼直言，热水汤村
的温泉水一天涌水 3000 立方米，依
托这一特色资源，村里大大小小的温
泉民宿星罗棋布，但以家庭型旅馆居
多，各自单打独斗，缺乏规模经营。

公司看到了发展温泉旅游项目
的潜力，在 2017年投资兴建项目，今
年2月开始试营业。

“平时一天接待 1000 多人次，周
末几乎翻番，节假日游客暴增。”于淼
表示，试营业到现在，游客量已突破
10万人次大关，仅“五一”小长假就接
待游客1.8万人。

游客数量的增加说明了市场需
求的真实存在，女神宫汤泉城的建
成，激发了潜在的消费能力，也带动
了周围村民观念上的改变。

工商资本下乡助推乡村振兴调查（下）

牟晓红（右）在灵芝大棚观察灵芝长势。

晟昱菜业的工人进行原料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