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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中政府作用调研报告

——以京山县盛老汉家庭农场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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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方面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是质量不

高、效益不好、目标不明等现象仍然存在。家庭农场发展三产融合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以京山县盛老汉家庭农

场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为例，阐述家庭农场三产融合中的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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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山县盛老汉家庭农场三产融合模式发展现状

1.1县情概况

京山县地处鄂中腹地，隶属于湖北省荆门市，面积 3520km2，总人口 64.41万，下辖 14个镇、1个经济开发区、1个温泉新

区，356 个行政村，30 个社区。这里诞生了闻名世界的“屈家岭文化”、“苏家垄文化”，滋养了现代文坛巨匠聂绀弩，中国

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张文秋等一批仁人志士。

1.2京山县盛老汉家庭农场的基本概况

盛老汉家庭农场地处京山县钱场镇吴岭村，历经 18年的发展，盛老汉获得了许多“国”字招牌荣誉：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乌

龟原种场、全国现代渔业示范场、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2009年 6月，京山盛昌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野生乌龟采集、

乌龟良种繁殖、无公害食用乌龟销售等为主。从 2014 年开始，农场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变以前单一的乌龟养殖为集水产养殖、

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于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2、京山县政府在盛老汉家庭农场三产融合模式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2.1规划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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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四大发展方向。一是生态龟深加工，运用现代技术精深加工生态龟，研制、提取“龟胶”，“龟胶”具有极高的药用

价值。二是带动农民致富增收，进行稻、龟、鳖、鱼、虾的生态种养，增收渠道拓宽，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三是积极发展休闲

旅游，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进一步做强做优。四是实现标准化生产，“盛老汉”生态乌龟实行标准化生产。

2.1.2 三个时间节点。两年成型、三年成势、五年成功。2014 年初，开始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推进高效立体混养种养模

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产业健康持续发展。计划三个阶段流转土地 380万 m2，首期投资 7800万元，建设乌龟饲养区；二期

投资 3200万元，建设综合种养基地；三期投资 5500万元，建成综合种养基地。

2.1.3三大板块。一是建设野生原种乌龟保护板块。建设乌龟养殖池、恒温养殖室，扩大野生原种龟 12万组、良种龟 30万

组。二是新建“稻、龟、鳖、鱼、虾”生态混合种养及加工板块，扩大再生稻和莲藕种植面积。三是建设休闲农业旅游板块。

计划投入资金 1200多万元，栽种绿化树种近万棵，着力建设全国休闲水产示范基地、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和高标准示范农家乐。

2.1.2土地流转

“盛老汉”采取的是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模式，在政府牵头下，成立盛老汉土地股份合作社，采取由资方以资本入股、农民

以土地人股的方式来组建。一是资本与土地折股方式，即 667m2地养殖面积的投人比为 19：1，资方占 95%，农户占 5%，将资本

与土地折算成了同一统计和核算单元。二是两次分红，第一次分红为农民投入土地的保底收入，保底收入为 300kg 稻谷，价格

为当年的市场价格。第二次分红为盈利的分配，养殖收入的利润，在提取 20%的公益金后进行分配，分配的比重为 19：1。

2.3金融服务

盛老汉家庭农场的建设规模大、产品生产周期长，对资金需求极大，京山县出台了《京山县开展农村合作金融创新试点县

工作方案》，大力开展“银社对接”活动。2009 年度，县政府指导开展活物抵押贷款创新活动，将盛老汉家庭农场的种龟、子

龟作为抵押物，连续五年为盛老汉家庭农场争取低息贷款 1000万元。

2.4财税支持

从 2012 年起，京山县就开始建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相结合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每年安排 20 万元资金对

全县 10个家庭农场和示范专业合作社进行支持。为鼓励经营主体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县政府对流转县内土地 13.33hm2以上的新

型经营主体，补贴 100元/667m
2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建社会化服务组织，每年安排 1000万元资金对拥有农业机械、服务

功能强的农民合作社开展农村社会化服务。

2.5招智引才

京山县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坚持将引进高端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出台《京山县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关于全

面实施人才强县的意见》等文件。为引进人才提供住房，创造良好工作、生活环境。2016 年，京山盛老汉原种场与桂建芳院士

共建的院士工作站成立，桂建芳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2.6对外推介

一是旅游推广。京山县旅游局精心为盛老汉家庭农场编辑了宣传词，在每年的国庆、春节等旅游旺季，都大力推广。二是

项目优先申报。在“湖北省示范家庭农场”、“荆门市示范家庭农场”等活动申报方面，将盛老汉家庭农场作为主打项目优先

进行申报。三是赛事、考察等活动推介。京山极力利用举办和承办各类赛事的机会，宣传推介盛老汉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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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京山县政府扶持盛老汉家庭农场三产融合模式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3.1经验方面

3.1.1在扶持土地流转方面的成效分析。京山县作为全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之一，在接受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研究院中期评估时，盛老汉家庭农场创造的土地股份合作经营集体产权改革模式受到高度评价。盛老汉家庭农场将荆条村和周

边三个村的土地进行流转，为乌龟养殖以及乌龟产品深加工提供空间。农民通过土地入股，比之前农户单纯依靠种植水稻收益

增加 20倍。

3.1.2 在财税扶持方面的成效分析。减少了盛老汉家庭农场的经济压力。2016 年，京山县向湖北省农业厅争取农村社会化

服务建设项目资金 1000万元，分配盛老汉家庭农场 120万元用于购买高档树种、修建旅游农家乐等设施。同年，向湖北省争取

中央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资金 87万元，分配 11万元给盛老汉家庭农场用于维修院士专家工作站。

3.1.3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效分析。截至 2016年底，京山县建成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5家、国家

级技术研发中心 6 家。盛老汉家庭农场通过与桂建芳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合作，秘制龟胶成功问世，这是盛昌龟业从单纯养殖业

主动向二三产业迈进的又一创举。

3.1.4在对外推介方面的成效分析。通过不同形式的对外宣传推介，优质龟苗辐射江苏、福建等多个省市的乌龟养殖场。连

续 5 年有机龟鳖养殖规模和产量位列全省首位，盛老汉家庭农场创造的“香稻嘉鱼”和“鱼鳖混养”两大模式被大范围推广。

每年吸引游客上万人次。

3.2教训方面

3.2.1土地流转不规范。一是流转机制不健全。该县的土地流转市场化、规范化的运作机制尚未形成，没有成立专门的管理

机构。二是流转过程不规范。由于经营者和当地农民观念陈旧，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流转土地的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

3.2.2金融支持覆盖面窄。一是银行脱农现象严重。位于京山县的国有银荇信贷投放更多倾向于本地有实力的工商企业，导

致支农力度弱化。二是家庭农场融资需求缺口较大。家庭农场三产融合投资周期长、收益回报慢，但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往往

惜贷，导致家庭农场资金紧张。

3.2.3社会化服务滞后。一是服务组织专业化水平不高。组织对传统水稻种植、生猪养殖技术较为熟悉，但对盛老汉家庭农

场的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经验缺乏。二是服务组织制度建设滞后，限制了服务组织的发展，大部分服务组织没有真正建立起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服务对象需求的现代经营管理模式。

4、完善政府扶持家庭农场三产融合模式的建议

4.1理清土地流转权属关系

一是继续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县域在推进土地流转过程中要明晰土地的“三权归属”，依法依规保护农民土地权

益。二是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成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管理土地信用评级，扶持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三是

严格管理土地用途。“在边际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业预期收益会随着种植规模扩大出现先边际递增后边际递减，而

预期成本则会出现先边际递减然后再边际递增的过程。”坚守耕地红线，因地制宜，确保提升流转土地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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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提升财税扶持效果

“要认识到农场主是家庭农场的主体，政府扶持家庭农场的发展要以农场主收益为目的。”一是筑牢金融平台，大力创新

现代农业投融资体制，积极组建以政府为核心的农业产业投融资运作平台，搭建第三方可靠的担保平台。二是创新金融产品，

引导金融机构量身定制不同的信贷产品，确保实现“精准贷款”，大胆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新型贷款方式。

4.3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大多数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美国建立了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服务

体系，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保障。”一是着力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要建立立体式公共服务站点，完善县、乡、村三级涉农

服务机构，整合工商、国土、林业等基层部门职能，科学合理设置公共服务机构。二是着力培育高效的服务组织。对照本地农

业市场需求，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之间“强强联合”，形成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联合社。

三是着力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积极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辟新的农业服

务功能，为本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4.4增加人才培养效益

一方面，加大对外招引力度。落实“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各项优惠政策，在土地税收、住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另一

方面，加强对内培训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类政策性培训平台，分层分类，制定差异化的培训内容，提升员工职业技能和文化素

养。

4.5增强对外推介影响

通过对本地家庭农场的对外推介可以有效扩大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获得“无形资产”，树立市场竞争意识，地方政

府要转变以往过多推荐工业企业为兼顾农业产业的推广，在适当的场合要将家庭农场及其产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精心策划包装，

增强吸引力，大力向市场推广，不断扩大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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