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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洞养黑猪产业  共圆农民创富梦想
    ——访全国人大代表、安徽九棵松现代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光纯

本刊记者|刘慧娴

我想改变这种状况，让亲人过上更好的

生活。”吴光纯说。正是这种最朴实的愿

望和一股子闯劲促使她走上了创业之

路。恰好当时她的家乡安徽省六安市横

塘岗乡开展深化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

于是吴光纯选择了做园林绿化。“我贷

款 100 多万元，承包了 500 亩山场建园

林苗木基地。刚建基地那年是最难的，

挖沟、修路、建房、铺管网……全都要

靠自己，千头万绪，吃不下睡不着。我

不懂苗木种植，为了尽快掌握技术，特

地到六安的苗圃学习，边学边做，脸晒

黑晒伤了，手磨粗磨破了，虽然非常辛

苦，但是收获很大，我渐渐从一个普通

园林员成长为一个熟悉各类苗木品种的

管理者和经营者，苗木基地也渐渐从一

片荒地变成满目花红柳绿。”

随着园林规模的扩大，吴光纯洞悉

到林业产业的另一缕曙光——熊猫级优

良品种霍寿黑猪的洞养。大别山区有古

老的林间散放、山坎栖息养猪的习俗，

这样能在“慢慢长”中保持黑猪体壮味

香。为了利用山林资源，扩大立体循环

生态空间，她请来安徽农业大学的专家

进行指导，优化了传统养猪习俗，最终

形成了“正谷正养”放养专利技术，即

沿山脚开一个 3 米见方的拱洞，容纳 8

头猪，林放洞养，上融大自然精华，下

接乡土地气。她坚持走“公司 + 专业合

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拥有生态种养殖核心区 3.7 万亩，沿着

生态良好的 500 公里茶谷分五大区域布

线，带动了近 40 个专业合作社、3 个农

场，目前，已形成存栏母猪 1800 头、商

品猪 3 万余头的规模，通过了国家有机

认证和 ISO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经过十年的积累，公司逐渐形成了

生态种植、生态养殖、旅游观光三大产

业，设有花卉苗木、绿色茶油、生态养

殖、生态种植、休闲垂钓、农家乐和综合

服务中心等七大功能区。2014 年产值达

到 1.2 亿元，拥有注册农产品商标 36 个，

农产品认证 2 个，其中黑毛猪已通过国

家级“绿色有机”认证，公司先后被评为

林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

眼前的吴光纯一袭印花短裙，妆容

精致，话语柔和，让人很难把她和毅然

放弃教师岗位、自主开辟园林绿化和洞

养黑猪产业，并将其发展为安徽省农、林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女强人联系起来。

她还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在

岗建功女状元、安徽省农民创业带头人。

面对记者，她将自己的创业经历及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感受娓娓道来。

穷则思变  闯出一片天地

“师范毕业后我就在村小学教书，

后来之所以选择创业最直接的原因是穷

则思变，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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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龙头企业、农发行 AA 级信用企业，

目前已进入新三板上市的辅导期。

发展起来的吴光纯并没有满足，出

身贫困农民家庭，她更能体会农民对富

裕生活的渴望。她说 ：“一人富了不算

富，我要帮助更多的乡亲富裕起来。”猪

场选址大都在荒岭，猪场开辟到哪、路

就修到哪，不破坏百姓的一棵树，每开

一处猪场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公司义

务为社员提供技术服务，定期组织社员

开展技术培训，带领社员外出考察学

习，邀请省、市农业专家入场入户开展

现场指导。对幼猪指定社员限量限重托

养，并以高于市场保护价回收。每年安

排 1800 多人次到公司务工，每年发放工

资 300 多万元，农民人均增加收入 6000

多元。毛坦厂镇凤凰冲村书记余方胜

说 ：“九棵松公司进村入户，路开到了

山顶，路灯亮到猪舍，群众得到了实惠，

养猪规模和质量得到了保证。”

吴光纯还热心公益事业。她说 ：“要

不是党的政策好，自己胆子再大，本事

再高，也不会有今天。”她累计投资 150

多万元，修建砂石路 3 条 15 公里、作业

道路 20 公里、蓄水池（塘）5 口、排水沟

渠 10 公里，绿化公路 10 公里，帮助贫困

户 45 户、130 多人。

农民代表要为农民办实事

2014 年 3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人民大会堂接见两会安徽代表团时，殷

切寄语吴光纯 ：“农民代表要为农民做

实事”。她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提出 ， 国家

应加快产业发展 ， 吸引农民就近就业。

“很多农村只剩下老人、孩子 ， 青壮年都

外出打工了。老人孤苦伶仃没人照顾 ；

很多娃娃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见不到父

母。再见时 ， 都不喊爸爸妈妈了 ， 让人心

酸啊。”她边说边难过得直摇头。“其实 ，

很多人都不想出去 ， 只是因为家乡没有

发展才被迫远离家门。如果国家能够采

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 引导发展好乡镇经

济 ， 出去打工的自然也就不多了。” 

她还提出了整合涉农资金提高使

用效益的建议。“近些年，政府投入‘三

农’的资金不断增大，渠道不断增多，为

农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但

是涉农资金管理和使用在顶层设计上还

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资金使用效

益。”她举例说，涉农资金使用过于分散，

涉及农、林、水、交通等 10 多个部门，统

筹协调难，在资金安排上往往发生撒“胡

椒面”的现象，项目资金难以产生聚合

效应。同时，在项目申报、审核及实施过

程中缺乏统筹规划和管理，导致项目交

叉重叠、重复立项。而且增加了监管难

度，存在多头监管、责权划分不明确、部

门配合不协调、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现象。

此外，资金申报层级多，导致申报程序

繁琐、效率低，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等。

“特别是由于对基层调研不足，缺

乏了解，在项目设计上往往与实际需求

不符，质量不高。当前，基层迫切需要

对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交通

道路修建等农业生产类项目加大资金

投入，相对于农民工技能培训、农村文

化书屋等项目更重要。同时，地方特别

是县级财力有限，很多项目需要配套资

金。为了争取到项目，只能在配套资金

上挂‘空名’，客观上也使一些项目没有

按照立项要求和标准来实施，使项目达

不到设计要求，影响项目质量。有的因

配套资金缺口过大，形成半拉子工程，

造成资金损失浪费。”吴光纯强调。

为此，她建议进一步推进涉农资

金整合，从源头上对涉农资金的分配进

行改革，取消各部委对财政资金“二次

分配”权力，对涉农资金实行分类归并

整合。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出

发，加大对农业生产类项目（资金）的

投入。同时，推行简政放权，给予地方

政府更多自主权，缩短审批时间，减少

审批环节。此外，要完善绩效评价管理

机制，对资金的预算安排、分配使用、

项目管理、实施效益等情况进行全面考

评，并将考评结果与预算安排、资金分

配和项目立项挂钩，做到奖优罚劣。另

外，明晰管理责任，建立规范的监管体

系，做到权责统一。

“我的建议由财政部主办，在办理

过程中，财政部与我进行了及时、充分

的沟通、交流，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

我很满意。”吴光纯说。

今年“两会”前几天，吴光纯不慎

摔伤，造成后背右侧肋骨错位，但她带

着固定胸带，坚持履职。“‘两会’一年

一次，我不能因为受了一点伤就错过建

言献策的宝贵机会。这是我第三年参加

‘两会’，这次我带来的建议是根据自己

在基层一年的调研情况和自身经历提出

的，希望国家切实解决新型农业主体融

资难的问题。”她说，“近年来，产业化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业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主体发展迅

速。但通过调研，我也发现，随着产业

规模越来越大，加上农业自身投入大、

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资金成为制约

农业主体发展的瓶颈，大多数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的约束重

重，造成了这些企业发展缓慢，形势不

容乐观。我了解参考了发达国家的农业

政策，建议国家加快信贷立法。”

据吴光纯介绍，今年 2 月，安徽省

六安市成立了星昊金融创新服务联合

会，这是 100 多家中小企业为解决融资

难题“抱团取暖”自发成立的一个融资

机构。该服务机构对有资金需求的中小

企业进行评估，采取零抵押、免担保、

低收益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还贷的过桥资

金，为企业节省了 90% 的融资成本。“这

种金融创新服务既给企业解了难，又为

银行排了忧，也让政府省了心，实现了

多方共赢。建议政府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出台有效扶持政策措施，鼓励支持

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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