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边角料”拼成“大粮田”

“再过几天，小麦就可以大规模
收获了。”一望无际的麦田和蓝天
交相呼应，王德生走到麦田间，一
只手轻轻拂过小麦，“今年种的是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推荐的新品种

‘青农 7 号’，你看这麦穗多饱满，肯
定又是一个丰收季！”

如今的这番场景来之不易。
2020年，原古城、前白塔、后白塔、泊
子、城后、贾戈庄6个自然村被优化
调整为壮武村，成立新村党委，王德
生成为村党委书记。壮武村虽土地
肥沃，但因地块零散、小户种植成本
高、收益低等原因，部分村民专注于
利润更高的皮鞋生产，有些耕地撂
荒了。如何让有限的农村土地资源
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困扰着当时的
壮武村。

不过，这对于王德生来说却不
算啥难题。王德生曾在原古城村担
任党支部书记，早就思考过这个问
题。为将闲置的土地“变废为宝”，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2016年8月，
由村党支部发起注册的春秋永旺种
植专业合作社成立，王德生担任理
事长。

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运
作模式下，原古城村村民把土地以

800元/亩的价格流转给合作社进行
规模化种植，在获得土地流转费稳定
收入的同时，可以就近到种植基地务
工。农忙季节合作社雇用100多名村
民，每人每月增收3000-5000元，形
成“产业在农村、就业在家门、农民变
产业工人”的农民增收新模式。

这一模式被复制到了如今的壮
武村。通过细碎承包地整合，壮武
村共流转土地 3000 余亩，其中通过
整合边角零碎土地，村集体新增耕
地资源约200亩，实现了“小田变大
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20 余万
元。流转后的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
营，统一管理，实行集中采购种子、
农药肥料到生产、收获、销售，全程
规模化经营，大大节省了生产成
本。合作社成员先后自筹资金 160
余万元，改良了土壤，浆砌了50亩的
水塘，滴灌设备覆盖率达100%。同
时，购置大型耕种收机械16台套，种
植的自动化程度大幅提高。

为进一步提升土地单位面积的
效益，壮武村引进优良粮食品种，还
聘请了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姜雯进
行土壤改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指
导。2021 年，该村种植的小麦获得
了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我们家的麦田施的肥料比别
人家的要多，但产量却比别人的低，
品质也比别人的差，这是什么原
因？”“我们家的田地土壤越种越板
结，怎么解决？”不久前，山东省青岛
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在春秋永旺种
植专业合作社小麦田里举办了测土
配方施肥推广技术培训会，种植大
户纷纷提出问题。

“为了提高大家的种植积极性，
帮助种粮户解决实际生产难题，合
作社会定期举办培训班，向大家宣
传新技术、新品种。”王德生表示，

“咱农民种地为的是啥？那就是多
打粮食多挣钱嘛，想要实现这个目
标，靠传统的种植方式是不够的，所
以我们要有针对性，贴合实际地对
大家进行培训。”

培训班的专家团队实力雄厚，
不仅有来自青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的农艺师，还有青岛农业大学、青
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教授专家
们。目前已经进行过培训并在壮武
村实际落地的示范技术有小麦“一
喷三防”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小麦
玉米“两选两适”一播全苗技术等。

为解决部分农户和种植大户的
用地需求，合作社将一部分从农户
流转来的土地再平价流转给有需求
的农户和种植大户。为了保障村集
体和村民的权益，土地优先流转给
本村村民，并对土地产出的粮食总
产量进行规定。

2021 年，壮武村又组建了强村
共富公司——青岛壮武绿色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为农户提供托管社会
化服务，统一供应农资农具、耕种及
病虫害防治等服务，推广一喷多防、
水肥一体、智慧农机等大面积绿色
集成增产技术。

刘义绪是壮武村村民，现在从合
作社以 800 元/亩的价格承包了 200
亩土地种植小麦和玉米。“在咱们村
包地种粮太方便了，啥也不用自己操
心。化肥、种子等农资都可以在公司
直接购买，价格也特别优惠，比如化
肥是150元左右一包，比外面的市场
价格还要低20%。播种和收割时还
有农机手开着播种机、收割机来帮我
干活，特别省心。我预计今年的亩产
能达到1300-1400斤，净收入20多万
元！”刘义绪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嘴
角不禁上扬。

据王德生介绍，目前，这种模式
已辐射带动周边500 余户参与到土
地流转中来，培育了12个家庭农场
和1个农机合作社。

“壮武村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
为支撑，带动农民多种粮种好粮，让
种粮也能够致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带动作用。”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政策
与改革处处长万上飞表示。

延长粮食作物产业链

在保证村民“种得放心”的基础

上，王德生又在加工和销售领域开
始了新的探索。

“看，这是我们合作社投资 200
万元建设的100吨粮食烘干塔，可对
周边大户和普通农户提供粮食烘干
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户在丰收季节
晾晒粮食受天气影响和场地制约的
实际问题，还保证粮食水分均匀、统
一，保障了粮食高品质，提高了粮食
出售价格。”王德生介绍道，“今年我
们计划再新建一座建筑面积3300平
方米的粮食仓库，购置300吨粮食烘
干塔及相关设备一套，项目预计在
今年9月底完工。”

所有的投资都奔着一个目的：
把粮食卖出高价钱。壮武绿色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也充分发挥其作为公
司制企业的优势，采取市场化运作，
与青岛德地得农化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展开合作，经营业务涉及农机服
务、农资供应、培育良种、农产品回

购加工销售等方面。目前，强村共
富公司引进 100 吨粮食烘干塔和整
套面粉设备，面粉日产量达50吨，并
按照市场价3元/斤对外出售。

如今的壮武村，已经成为青岛
市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主
体，辐射面积1万亩，涉及10个自然
村，实现了“千亩方”。壮武村粮食
年销售收入达到 1400 万元，为村集
体收入利润增加260 余万元。与此
同时，合作社还培育了一支销售团
队，注册了“壮武”商标，不断延长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增强竞争力。

“我们还鼓励周边合作社积极
投资入股，参与分红，通过集中利用
土地资源和共享生产技术、设备，最
终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收，真正
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王德生说。
每年年底前，强村共富公司将再拿
出70%左右的收益进行分红，真正实
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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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能致富 土地也“生金”
——青岛市即墨区壮武村探索粮食生产和强村富民共赢之路

祖爽 郝凌峰

“我把咱们村的发展经验汇报给评委

们，成功‘PK’掉了其他村的几个项目，最后获得了

一等奖！”还未步入山东青岛即墨区蓝村街道壮武村村委会

的会议室，就听见村党委书记王德生洪亮的声音。原来，在刚刚结

束的2024年青岛市“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强村共富项目争先赛中，王德

生荣获一等奖，这个好成绩，也为壮武村的共富项目争取到260万元的市

级财政补助。

壮武村实现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带动村民致富的“秘诀”说起来其实

很简单——种粮。近年来，王德生带领村党委以承包地细碎化改革试点

为突破口，把“边角料”拼成“大粮田”，带动培养出一批家庭农场和种

粮大户，同时把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作为两个联动增收载

体。目前，壮武村年产粮食突破1000万斤，不仅为保障

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更找到了一条村集体、

村民合作共赢的致富新路。

王德生（右一）与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即墨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一起察看小麦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