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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展示

日前，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
一手抓疫情防控巩固成果，一手抓
复工复产推进工作，力求保障农场
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生活
得到有效保证。

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坐落
在吉林省永吉县一拉溪镇原和平
村，现有成员75名，农场成立后取
得流转经营权的土地114.9公顷，
且在不断增长中。现有资产总额
98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6590 万
元。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共投
入2177.5万元进行农业基础建设，
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大力开展
农田改造工程，两年内流转土地全
部改造成适宜机械化耕作的方条
田，同时投入大量机械和运输力
量，已初步修成农田道 8 条，总长
度为 5000 米左右，有力地奠定了
机械化作业的坚实基础。2021年
实现综合性营业收入500多万元，
直接带动周边380户农户增收380
万元，参与及间接受益农户500余
户，安排季节性农业用工1万余人
次。

在疫情防控期间，农场负责人
李兰及各部门多次召开线上工作
会议，结合疫情稳步好转的形势，
落实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计划，稳
步推进复工复产前期准备工作，确
保农场在复工复产过程中保障员
工安全。坚持人、物、环境同防，首
先是人力资源合理安排。防疫、复
工各条线分工到人、责任到位。提
前落实返岗人员储备，分批次安排

逐步返岗。返岗人员均落实闭环
管理及健康监测，确保核心关键岗
位和关键环节的人员配置及有效
管控。其次是做好物资储备管
理。及时做好抗原检测试剂、防护
口罩、消杀酒精、洗手液、红外线测
温仪、防护服、防护眼镜、一次性医
用手套等物资的足量储备。再次
是工作区域、公共区域、隔离区域
分区管理。

在深入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农
场负责人李兰的个人经历。李
兰，1978 年出生，朝鲜族，2004 年
吉林大学毕业后，为实现自己的理
想，她毅然放弃在省城优渥的工
作，立志农业农村返乡创业，历尽
艰辛，吃过不少苦，受到不少挫折，
但这些都没有击败她。她从失败
中总结经验，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
打，努力坚持，慢慢积累了经验，逐
步探索出一套以家庭农场为组织
方式，以粮食加工销售为产业主
轴，大力发展种养结合生态农业，
以多种经营为发展手段，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摸索出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创业模式。李兰近几年
先后获得 2019 年度“江城杰出女
性（巾帼‘金凤凰’）”、2020年度吉
林市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李兰决
定农场要在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
基础上，大力提高粮食单产单价以
及附加值，降低农业成本，为农民
谋求最大利益，农场注册成立了吉
林市中新金田稻香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700万元自建一座包括
一条稻米加工生产线及水稻晾晒
场、烘干塔、原料库房等配套设施
的稻米加工厂，年加工稻米能力
1.35 万吨。安排与农场有土地流
转关系的 12 名农民工就业，外购
周边订单水稻400吨。生产的“阿
玛尼朴”牌大米凭借优秀的品质和
无可挑剔的口感，深受市场欢迎，
受到众多客户的高度好评。

尽管因为疫情原因，在生产等
方面受到一定影响，但阿玛尼农场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大力发展种养
结合、生态循环农业，李兰带领农
场开始大力发展猪、牛养殖业，投
入人力物力，建设 6 栋猪舍，自繁
殖年出栏达到万头猪，引进配套设
备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打造全自
动养殖厂区进行自动喂料，既节
约了人力成本，又形成了规模化
管理，现有猪舍 6 栋，每个圈舍
1200 平方米，引进先进的配套设
备及管理模式，打造全自动封闭
养殖厂区，目前生猪存栏2975头，
其中二元种母猪280头，年出栏生
猪 6000 多头，价值 1200 万元。猪
舍配备技术顾问和生产技术厂长，
对生产安全、技术支持、疫苗、配
种、调控分配，以期做到养猪产业
示范标准。农场采用循环农业解
决猪粪，猪粪用作肥料还田是我
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环节，粮—猪
—肥—粮型传统的农业生产，即
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是比较典型
的生态农业，猪粪还田在改良土

壤、提高农业产量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

李兰表示，种养结合生态农业
的好处有很多：种养结合可从根本
上改变村容村貌和生态环境。因
地制宜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
模式，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畜禽养
殖、村屯养殖污染问题和农村养殖
违建乱建等问题，实施科学规划进
行集中饲养和放牧，集中发展牧业
配套农业，推进高标准畜牧养殖基
地和配套农业发展的规划建设，实
现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
化转型升级，最终不仅实现农牧业
循环发展，还彻底解决了农牧区环
境污染问题，使农牧区生态环境得
到极大治理和改善。

现代农业的本质为用现代工
业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
的、用现代组织管理方法来经营的
社会化、商品化农业。农场于
2021 年 1 月注册成立了吉林省牧
原绿洲牧业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4200万元建设年养殖肉牛1000头
的养殖场基地项目，主要建设现代
化牛舍3栋，总计3600平方米。农
场内还有散养鸡50余只，白鹅500
余只，肉质鲜嫩，口感极佳。

农场充分利用永吉县是中国
粳稻贡米之乡，生产水稻有传统、
有基础，大米闻名全国的区域优
势，以每亩 1000 元的价格流转土
地1500亩，签订流转合同10年，当
年土地流转价格是本地市场价格
的1倍多。为确保稳产高产，农场

每亩地投入1500元，建设了“田成
方、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旱能
灌、涝能排、土壤肥、无污染、产量
高”的高标准农田，并对灌溉渠系、
配电设施等进行了改造。农场现
有的 1500 亩绿色水稻种植基地，
实现了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机
械化、科技化、信息化。2021年生
产优质绿色水稻 850 吨，价值 360
万元。建设了优质绿色果蔬生产
基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流转
土地765亩，签订流转合同10年，
土地流转价格为本地市场价格的
1倍多。先后建设温室大棚69栋，
发展棚膜经济。其中蘑菇种植棚
11 栋、蔬菜棚 33 栋、育苗大棚 12
栋、桃树棚13栋。同时，为了营造
绿水青山生态环境，集约利用土地
资源，先后在农场核心区周边坡
地、山地和其他不适合水稻种植的
地块，栽种桃子、李子、杏子、葡萄
等各类果树1万余株，年产果蔬44
万斤，价值 100 多万元，产品主要
供应长春市和吉林市。

伴随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发展
趋势，农民养老成为备受关注的问
题。农场以为家乡父老解忧的情
怀，积极探索创新了空心村农民

“带地养老”的土地流转模式。丧
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把承包田交给
农场经营，农场免费为老人提供
吃、住、玩等养老生活，身体好的老
人在农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
还有相应的报酬。为实践“带地养
老”模式，农场筹建了面向朝鲜族
农民的康养大院。康养大院建有
6层4789平方米的康养公寓，另有
900 平方米餐饮大厅和多功能服
务厅。康养公寓有 60 个标准房
间，房间为朝鲜族装饰风格，有独
立卫浴。“带地养老”的运作模式，
解决了目前空心村失去劳动能力
的农户既不能种地又无人照顾的
问题。目前，已有20余户年龄大、
体力弱，没有土地经营能力且自身
养老有困难的朝鲜族农民与农场
达成协议，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给
农场，进入农场养老大院安度晚
年。

在多年的经营和发展中，阿玛
尼家庭农场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
身发展的模式。当今社会科技不
断发展进步，更多先进有效的技术
运用在了农业上，农场吸收科技创
新带来的优势，现代农业的发展获
得了极大认可。

日前，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阿玛尼家庭农场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积
极的行动迎接农场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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