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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倾三农  解囊献计
    ——访全国人大代表姜鸿斌

这些年，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但力度

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需继续贯彻落实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续写‘三

农’发展新的辉煌。”面对记者，姜鸿斌代表提出了对财政

工作的期望。

推进农业产业化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因为我国是一个农

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但是，我国并不是一个

农业强国，因为农业相对落后，农业经营模式、作业模式

相对比较落后。”姜鸿斌代表指出，我国目前农业状况是生

产作业方式比较传统，农业和农产品技术含量比较低，在

农业方面的投入还不够，所以农业经济质量不高，往往出

现高产不高收或者是高产不高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

发展。一是以千家万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很难通过采用新技术发展高产优质农业以实现增加

收益的目的，不利于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和农业科学技术。

而实行产业化，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

协会，把千家万户的农民联合起来，形成信息、技术共享，

生产、加工、销售等成龙配套服务的规模化生产，有利于

解决这种小规模经营与采用科学技术的矛盾。二是农户小

规模生产，主体分散，经济实力脆弱，难以抵御双重风险

的压力。而采取农工商联合的形式，把分散的家庭经营同

集中的市场需求有机联系起来，通过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

产品的附加价值，通过各种中介组织为农户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可帮助农户屏蔽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提

高农户经营的效益，促进农户走向专业化和商品化经营。

因此，姜鸿斌代表建议要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进入

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以实现增加农民收

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深化改革和发展。

姜鸿斌代表以自己所在的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

为例进一步阐述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意义。正大公司

利用当地粮食资源的优势和开发区有利的地理位置及投资

环境，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对粮食作物进行深加工，

使其转变为高科技的饲料，进而促进农民发展养鸡，进行

姜鸿斌，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开创者之
一，现任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哈尔滨利民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本刊记者  陈素娥  

  特约通讯员  杨  宇  仲崇立        
         

“人代会会期很短，但作为代表，一年365天都必须忠于职

守，时刻不忘使命和职责。”如是说，如是做。黑龙江正大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姜鸿斌连任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在此期间，他经常走访基层，与群众约谈在田间地头、

街头巷尾、车间厂房，把百姓关注的问题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针对民生问题提出众多建议，被媒体称为人代会上的“多言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在黑龙江，长在黑龙江，吃过挨饿

的苦，了解农民的难，因此，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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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屠宰和深加工，出口国际市场。就是说，正大的基地

建在老百姓的田间地头，而市场迈向国际，形成了一个完

整产业链。在运营中，公司严格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等有关部门的要求，建立了服务体系，开展防疫培

训，进行技术指导等服务工作，实施统一供雏、统一供料、

统一供应药械、统一监督指导和统一收购的“五统一”办法，

指导农户饲养符合出口标准的肉鸡。此项目及其产品填补

了哈尔滨市周边地区的多项空白，并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

的迅猛发展。据国外专家测算，像正大这样的企业，可使

将近10万人受益。20几年来，光养鸡这一项就使农民增收

6到7亿元。可见产业化经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

入的提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完整的产业链有助

于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当市场价格波动时，盈亏不能

转嫁给整个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而由企业承担，这样产

业链才能始终完整地拴在一起。比如，东南亚经济危机时，

正大的产品出口受阻，企业大概亏了将近2个亿，但是农

民没有受到一分钱损失。

“现在像正大这样的企业，国家允许肉鸡出口的大概

有30多个，还远远不够。所以说农业要发展，把中小养殖

企业发展为大规模产业经营，是我国农业经济突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建议国家财政要加大对中小养殖

企业的扶持力度。”姜鸿斌代表说

“输血”不如“造血”  

“巴掌”不如“拳头”

“要彻底改变农民增收乏力的局面，必须要让农村有

‘造血’的功能。”姜鸿斌代表认为，加大农业补贴只是提高

农民增收的一小部分，光靠中央财政补贴补不出来小康社

会，也补不出来新农村。政策优惠终究是外因，彻底解决

“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必须解决农民自身问题。不把

广大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三农”问题就解决不好。因此，姜鸿斌代表建议，应该在

农业、畜牧业、食品加工业等方面多培养人才送到农村去，

让他们带领大家致富。“我看到过一个报道，有个大学生村

官把南瓜嫁接成西瓜，一下把全村带动富起来了，村民收

入增长了8倍。可见知识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他说，“以前

是知青下乡，现在能不能提出知识下乡、科技下乡、人才

下乡。大学生之所以不愿意去农村，是因为农村条件艰苦，

所以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投身农村建设。除此之

外，要采取各类支持政策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

金回乡创业，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带头人。”

“与其伸开十个‘指头’成‘巴掌’，不如握成一双‘拳

头’。”姜鸿斌代表认为，分散的补贴不能发挥大作用，支农

资金要“攥起拳头”集中财力用于农民增收的长远项目上。

他指出，目前支农资金主要涉及农业、林业、水利、畜牧、

农机等几个部门，条块分割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投

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同时，财政支农资金往往是通

过中央、省、市、县、乡、村六个层级，再惠及到农民，中

间的“跑、冒、滴、漏” 问题严重。而且，资金多为带帽下达，

建设项目虽然很多，可却缺乏统一系统的安排，如通村、通

乡公路建设不同步、不衔接，出现了通村公路路路断头的

现象。因此，打破部门利益、“条块”管理、各自为战、交叉

重复格局，实行整合支农资金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他对

财政部负责的农业综合开发大加赞誉，认为农业综合开发

工作很有作为，确实干了实事、见了实效，但同时他也提

出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名头大、资金少，建议加大农业综合

开发的资金使用量，同时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整合资金，

形成一个“拳头”发力。他还建议加大对产业化下游农民的

贷款贴息力度，把农民扶持起来。

加大农田水利建设

“破解现代农业发展瓶颈，关键在于加大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姜鸿斌代表说。

言及我国广大农村现在仍然在用地下水灌溉农田，姜

鸿斌代表痛彻心扉。他说，使用地下水灌溉一是会造成大

量优质的淡水资源被白白浪费在田地里，进一步加剧水资

源短缺的紧张情形；二是会造成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形成

地下水下降漏斗，诱发一系列地质灾害现象，给国家经济、

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重大损失；三是水质凉，使水稻不能

高产。如果引江灌溉，用江水代替地表水灌溉，不仅可增

加土地肥量，还可提高水稻产量和质量。他曾到黑龙江农

垦建三江分局调研，了解到较之用地表水灌溉水稻，用江

水灌溉可使米质提高一个等级，亩产提高100公斤，一亩

就能增收160元，同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他还了解到引江灌溉、修渠用地审批手续繁杂、收

费过高；由于投入不足，现有的大型机械满足不了深耕的

要求，必然出现水土流失，肥力减退。因此，他希望能够加

大对黑龙江垦区的支持力度，以使国家大粮仓能够贡献更

多的优质粮食。

采访结束时，姜鸿斌代表很感慨：“十五年的代表经

历是我人生中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亲历了代表们的工作越

做越实，也深切地感受到各方越来越重视代表的建议。全

国人大代表这个连通民意和国家意志的桥梁，上传下达的

作用确实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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