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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日前，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
出了“四千行动”，其中在增收方
面将实施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
行动，确保到 2027年农民收入达
到 2.79 万元左右，比现在增加
8000多元。

“这意味着我们在5年内每年
都要保持7.6%左右的增长速度。”
市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是一个很有难度的目标，需要各方
通力合作，不断努力才能实现。”

具体操作上，我市将从构成
农民收入的 4个板块以及城乡融
合上来破题。

在经营增收方面，将力争在 5
年内培育 30万名高素质农民，并
支持其领办创办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与此同时，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到 2027
年培育适度规模经营农户 10万
户。此外，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
节本增收，到 2027年亩均节本增
效150元以上。

就业增收方面，围绕全市电

子信息、加工制造、建筑安装、家
政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订单
定向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到
2027年累计培训 25万人次以上；
深入打造“渝创兴农”等返乡创业
服务品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
业。扶持乡村工匠领办创办特色
企业。

转移增收方面，我市将聚焦农
村路、水、电、讯、物流等短板弱项，
未来五年新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1000亿元以上。及时将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补
贴资金发放到农民手中。

财产增收方面，则将落实承
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引
导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股份
合作，全方位盘活利用农村土
地。同时，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
产，到 2027年农村“三变”改革覆
盖90%的行政村。

最后是以城带乡促增收，将
做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城
乡商贸流通体系、引导工商资本
下乡、畅通金融支农通道。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重庆从五方面破题

航拍下的大足石刻文创园艺术家小镇。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摄

“从化肥到农药再到人工，各种成
本都在涨，但种粮能享受到各种补贴，
让我们心里踏实多了。”在酉阳花田乡
何家岩村“花田贡米”种植基地，种了
150亩水稻的种植大户冉志说。

去年，农资成本高涨，再加上高
温干旱，让冉志深感压力。“还好政
府针对物价上涨有种粮补贴，种子
也有补贴，遇到灾害了靠农业保险
还能收回一部分，压力小了不少。”
冉志说，不算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
补贴，他一亩地收到的国家各项补

贴大约有500元。
“转移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催化

剂’。”孙卓霖认为，经营也好、务工也
好，财产也好，都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去
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
5681元，“也许它的绝对数额赶不上工
资和经营性收入，但作用不容小觑。”

刘娟表示：“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逐步提高农村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增加对农民的补
助补贴，另一方面也要减轻农民负担，
进一步减少群众在医疗方面的开支。”

增收有路 致富有道
农民这样鼓起“钱袋子”

1月27日，南岸区南滨路雅巴洞，市民在巨型石刻《长江·母亲的歌谣》拍照留念。它的创作者是大足区
的一群石雕匠人，“大足雕客”创业从业人员已有11万余人，年创收达200亿元。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最近召开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千万农民增收
致富促进行动。

早些年，城是城，乡是乡，农民种粮养猪获取经营性收入。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加快，无数农民“洗脚”进城
务工，于是有了工资性收入。近年来，越来越多业主到农村流转土地和租赁房屋，于是农民有了第三种收入：财产
性收入。随着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日益重视，各种政策性补贴出台落地，农民有了转移性收入。

据统计，2022年在重庆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工资、转移性收入总额相差不大，分别占1/3左右，财产性
收入占比较小。从绝对数额上看，重庆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31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20元。

如何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让他们的“钱袋子”更鼓，记者进行了调查。 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庞梧萱

经营性收入：受天气、市场供求等影响较大
对策：良种、良机、良技推行缺一不可
2月12日，天气预报的小雨并没

有来，“盼着落雨呢，你知道的，这段
时间确实干旱……”梁平区种粮大户
邓中想起去年夏天的高温干旱：上千
亩水稻在炎炎烈日炙烤下，稻叶发黄
枯萎，尽管四处找水，可远水解不了
近渴。

秋后算账，邓中亏钱了。“正常
年份，种一亩水稻有几十元纯收入，
但去年确实没办法。”他告诉记者，
今年自己提早准备，新流转了一批
价格合适的高标准农田，用油菜秸
秆还田来增强土壤的肥力，希望今
年有个好收成。

经营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重头
戏。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居民
收支调查处处长孙卓霖介绍，去年农
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 6235元，同
比增长 2.0%。“本来应该能够更高，
但受高温干旱天气、疫情、农资价格
上涨等因素影响，粮食小幅减产，活
猪价格也没上得去。”

天气、市场供求等问题，一直是
农民经营性收入需要突破的难点。

“要提高这块的收入，良种、良
机、良技缺一不可。”市农业农村委
研究室主任王武坤说，一是发展优
质粮油，让单产单价都能稳步提高；
二是发展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降
低生产和人工成本；三是用套种、轮
作等模式，提高复垦指数；四是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家庭农场、职业
农民；五是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
提高利润率。

工资性收入：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职业技能欠缺
对策：开展职业培训，加快培育劳务品牌

近段时间，南岸区雅巴洞江滩公
园的巨型石刻《长江·母亲的歌谣》
（暂定名）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这
组石刻作品长度为63米多，象征长江
6300余公里。母亲的形象借鉴了大
足石刻卧佛的雕刻手法，孩子的形象
借鉴了大足石刻牧牛图的雕刻手法。

它的创作者是大足区的一群石
雕匠人，在历时 10个月的创作过程
中，先后有 30多名大足石雕工匠参
与进来。

“以前石雕匠人是单打独斗，自
己找活路自己做。”大足区石刻协会
会长段勇介绍，大足建立匠人名单，
创立了“大足雕客”劳务品牌，促进
就近就地增收。目前，“大足雕客”
创业从业人员已有 11万余人，年创
收达200亿元。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压
舱石”。去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6921元，同比增收8.4%，对

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44.1%。
“一段时期内，这种‘压舱石’的

作用还将继续。”市委党校经济学教
研部副教授刘娟认为，和沿海发达地
区相比，重庆的城镇化率仍然偏低，
城市的发展需要继续吸纳农村剩余
劳动力。但是，目前重庆的农村劳动
力整体素质依然偏低，很多人只能依
靠劳力吃饭而不能从事更高收入的
技术岗位，工资迟迟上不去。同时，
在劳务品牌的打造上也有所欠缺。

“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农村适
龄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
打通职业发展通道。”她说，尤其是
管理部门应通过提高技能含量，来
加快劳务品牌发展提升，如鼓励各
类培训机构、职业院校开展劳务品
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劳务品
牌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多元化
评价方式，发放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

财产性收入：总金额低，来源较为单一
对策：深化改革，盘活土地、房屋等闲置资源

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老农周国祥
没想到，自己过去在土地刨食，一年到
头也剩不了几个钱，现在地还是那块
地，流转了之后，到年底还能分红。

几年前，黄庄村的土地，多数闲
置。黄庄村以江记酒庄每年上万吨
高粱需求量为市场支撑，组建黄庄
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和 6个农业
专业合作社，组织发动 2469名村民
以 2676.5 亩土地折价入股成为股
东；另一方面，企业对油菜、高粱实
行保底价收购，确保农民的收益。

如此一来，入股农户可以享受
四份收入，即土地入股有“股金”、保
底分红有“红金”、发展产业有“现
金”、就近务工有“薪金”。

这样的案例，在重庆并不鲜见。
目前，我市农村“三变”改革试点范

围已扩大到3797个村，累计入股集体土
地600多万亩、盘活集体经营性资产
18.8亿元、闲置农房7800余套，617万农
民成为股东，多了一份额外收入。

尽管如此，目前我市农民财产

性收入金额小，且来源较为单一，仍
有很大的潜力空间。国家统计局重
庆调查总队数据表明，去年我市农
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有476元，主要
包括利息和出租房屋等。

“农村的各类闲置资产，如土地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并没
有被有效盘活和合理利用。”王武坤
表示，目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
来源为利息和出租房屋，两项加起
来有 277.7元，而其他如土地、林地
等资源的变现收入很少。

“这说明土地这个农村家庭最重
要的资产价值，还远远没有发挥出
来。”刘娟建议，必须要深化土地要素
市场化改革，首先是确权，然后是稳步
推进赋权，再有序实现活权，让农民手
中的财产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也要深
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开展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进一步
促进生态资产的价值转换，创造条
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补助标准还有待提高
对策：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减轻农民负担

川渝石刻文创产业综合实训基地内学生正在雕刻。
新渝报记者 刘星 陈安林 摄

2022年10月16日，永川区仙龙镇太平桥村，收割机在收割晚稻。（资料图片）
重庆日报通讯员 刘灿 摄/视觉重庆

2月4日，万盛经开区丛林华绿生金针菇工厂，员工在包装出厂的金针菇。
重庆日报通讯员 曹永龙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