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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直以来，农民给人的印象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
间耕种为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认识到 “想要富口
袋，就先富脑袋”。广大农民对科学文化的追求成为当今农
村新时尚。其中，文化信息致富在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
同时也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农民不再只靠单纯的农
业吃饭，他们突破旧观念的限制，有的开辟了农家乐旅游项
目，有的进行 “网上种田”，有的拿到了大学文凭，成为了
农民大学生，还有的学起了城里人儿，当上了股民……农民
在文化信息致富路上将越走越远。

本册书的写作初衷就是让农民了解文化信息致富的巨大
经济效益，给农民提供致富的新思路，希望阅读过本书的人
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化知识为力量，应用于自己的致富
过程之中。

本书采用故事加点评的撰写方式，书中的故事均为真实
的致富故事，选编于各网站、报纸、期刊、图书等，点评部
分为作者的一家之言。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写作时间仓促，书中不足之处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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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筋”的现代路

他摇耧撒种是把好手，扬场堆垛是员虎将，凌晨到天亮
一人能掰０．２７公顷玉米，晚上打着手电下田摘棉花，仨钟
头能摘５０多千克。因此，方圆十里农民送他一个绰号 “庄
稼筋”。然而，２００２年以来，他却变得怪怪的，他就是河南
省新野县城郊乡蔡庄村农民蔡富德。

种地种懒啦
正是秋季大忙之时，蔡福德的０．７公顷玉米田里，机器

隆隆唱着欢歌，身后留下粉碎的秸秆；旋耕机唱着欢歌，一
块大方田顷刻间变成了小麦备播田……而往日在田间忙得团
团转的蔡富德，此时却不见他在田间忙碌的身影。

蔡富德变懒啦，犁地、种地用机器，让黄牛在家养肥
膘；田间灭虫用机器，他在家中玩电脑；施肥锄地不用人，
机器代替来完成———这个懒汉种庄稼，却使小麦亩产量４００
多千克，玉米亩产超５００千克，块块都是高产田，你说这事
奇不奇？

玩电脑玩迷啦
人们说，蔡富德疯啦，大忙天坐在屋里玩电脑，玩得入

迷入痴入醉，笔者感到诧异，去他家看个究竟。
但见他坐在电脑边，玩得入迷，连来了客人也不打招

呼，那入迷劲儿确实痴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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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打破他的迷情，和他先打招呼后攀谈，他这才回过
神来，接过话头，搭讪起来。

“俺是２００３年正式开展机耕服务的，早先是一台小四轮
拖拉机，一用就是３年，后来从别人家电脑中得到了信息：
购大件农机具，国家有奖励补贴。２００６年俺一家伙儿买回
了５台东方红８０４型拖拉机，还配套了玉米收获机、播种
机、旋耕机等３０多台机器，这些机器的选型和使用信息都
是从网上获取的。玩电脑使俺找到了致富的门路，享受了国
家政策，现在俺为电脑装上了宽带，不但上了农机网、农技
网，还上了经济网。当干活时有人问起种庄稼的技术，单凭
嘴巴说，费时还说不清，俺从网上找出技术资料下载下来。
若有人在家问了，俺就用电脑现场演示；在田间有人问起技
术，俺包里的笔记本电脑，为他当老师，讲得明明白白。”

在老蔡倒茶的间歇，笔者看了下他的电脑，发现还是无
线上网呢。在资料库里，不仅有技术方面的内容，还有５００
多个服务对象的精细资料，以及蔬菜、小麦、玉米、棉花、
牲畜等销售信息。

难怪老蔡玩电脑入了迷，原来他就是依靠电脑，进行
“机械打工”，年收入达到１２０余万元哩。

用机器用憨啦

１０年前的蔡富德家里还穷得叮当响，孩子上学靠贷款，
家人有病借外债，提留款交不上，人也小气。

自从国家有了惠民政策，不用交农业税，反而享受了粮
补，孩子上学用上了助学金，享受了 “二免一补”，家人有
了病 “新合”来解围，就连种地购良种、养猪，国家也给补
助金。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勾头耷脑、无精打采了，如今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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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成了年收入百万的富翁，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满脸笑
容。他说：“俺有今天还是得利于国家的惠农政策。”

提起老蔡的人品，８０岁老人都说，富德这人变大方了，
俺村里的十几个贫困户种地，犁地耙地他一手操作，却从来
不收分文，在此走亲戚的湍口村小何说，俺村何金贵孩子上
大学花了不少钱，种地用不起机械，老蔡把机器开到他地
里，轰轰隆隆忙到下午，不收分文走开。

在村里也有不明内情的人说，老蔡玩机器玩憨了，玩得
把该收的钱不当钱。老蔡却不以为然地说，俺由穷变富了，
就该讲究个公民道德嘛！要不，俺咋能叫个富德哩！

嗨，你说富德怪不怪！
（选自 《农家顾问》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点评：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
距，国家不断推出一系列的惠农补贴政策，帮助农民朋友脱
贫致富。蔡富德为啥富了？就是因为他懂电脑，会上网，在
第一时间了解国家的惠农补贴政策，不仅让自己富起来了，
而且他用机器用憨啦，给周围的老乡们也带来了实惠。

李道新为养鱼户安上增收“翅膀”

湖北鄂州市华容区政协委员、庙岭镇吴力村农民李道
新，是一位水产养殖能手、渔业经纪能人。多年来，他为促
进全镇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成立了水产服务公司，专门给养
鱼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为养鱼户安上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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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增收的 “翅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李道新就开始承包鱼塘搞养殖。因
对养殖淡水鱼不在行，死鱼多，一年下来，没挣到钱反而亏
了本。为了养好鱼，他买回 《淡水渔业》、《水产养殖》、《鱼
病防治》等书刊，边学边养，不懂的问题他做上记号，只要
有空，就四处请教养鱼专业户和有经验的农民。就这样，李
道新结合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掌握了鱼病防治、鱼
苗培育、成鱼养殖等技术，创出每亩平均养殖纯收入２０００
多元的好成绩，成为当地水产养殖能手。

随着农村养殖新技术的发展，李道新感到有必要掌握系
统的养殖技术。１９９２年他又自费到华中农业大学成教学院
淡水专业学习。１９９４年，庙岭镇及其周边乡镇淡水鱼获得
丰收，卖鱼难的问题出现了，李道新想到自己是一名政协委
员，就要为群众办点实事，解决鱼的销售难题。于是，他到
外地考察市场，上武汉、下长沙、走安徽、奔河南，还通过
亲戚、朋友找关系，终于为当地的养鱼乡亲打开了销路。在
销售淡水鱼时，他坚持诚信为本，按市场准则办事，最大限
度保护养鱼人的经济利益。对外地客户服务周到热情，既不
压价也不抬价，公平交易，获得良好的信誉。

为了给养鱼户安好增收的 “翅膀”，１９９８年，李道新成
立了水产服务公司，专门为养鱼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一条龙”服务。建立了信息网络，在安徽、河南、湖南、
广州、厦门等地设有销售窗口，掌握市场行情，联系销售业
务，每年为庙岭镇销售水产品１５０万千克以上，占全镇水产
品销量的７５％以上，为养殖户增收６００余万元。

与此同时，李道新还在庙岭镇脉岭东街开办了 “道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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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鱼病医院”和 “无公害水产品医院”，为养鱼户免费治疗
鱼病。每年的６、７、８三个月是李道新最忙的时期，因为这

３个月是鱼病高发期，养鱼户有紧急情况发生，他就立刻赶
去。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鱼塘边经常出现李道新的身影。
一次，庙岭镇栈咀村养鱼户彭帮堂的２公顷鱼塘，即将翻塘
之时，李道新接到电话，马上赶到那里，采取了相应的救治
措施，使鱼塘的鱼转危为安，避免了三四万元的损失，彭帮
堂感激不尽。

李道新还以水产品医院为阵地，引导养殖户学技术，指
导他们搞生产，防治鱼病等。为了帮助养鱼户掌握防治鱼病
技能，他编印了一本约３万字、１００多幅图片的 《水生动物
病害防治手册》，免费送给各养鱼户，同时，邀请水产专家
为养鱼户授课。１２年来，他共向养鱼户送技术资料３．２万
余份，提供技术服务２．７万多人次，深受养鱼户的欢迎。他
还为周边乡镇养鱼户及江西、湖南、安徽等外省市和邻近的
黄冈、团风等地区的水产养殖户每年提供技术服务上百次，
助民增收千万元。因此，他被市内外养鱼户称为 “养鱼户的
贴心人”。

现在，李道新和他的水产服务公司正引领农民发展环保
水产品生产，要将庙岭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选自 《农家顾问》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点评：这位远近闻名的 “养鱼户的贴心人”为庙岭镇养

鱼户安上了增收的 “翅膀”，原因就是这位农民不仅会养，
而且会卖，同时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的步伐，养起了环保鱼。
首先，他在学习农民朋友的实践经验的同时，到华中农业大
学深造，系统地学习了养殖知识。其次，成立了水产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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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专门为养鱼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一条龙”服务，
建立了信息网络，解决了销售问题。

为当猪倌拿文凭

养猪还要拿文凭？没错。２００３年，在湖南省浏阳市社
港镇淮洲村，已是不惑之年的村民黎新兴读大学、拿文凭，
学的还真是喂猪的 “本领”。

三年来，在猪市低迷、众多猪场纷纷亏本、倒闭的阴影
里，黎新兴的养猪之路走得怎样呢？不久前，笔者前往探访
了一番。

黎新兴的猪场坐落在一个翠竹摇曳的山坳里，猪场有３
栋猪舍，将种猪、乳猪、育肥猪分开饲养，在饲养员的带领
下，笔者通过消毒池步入宽敞的猪场，只见场内布置整齐，
设施完备，干净的栏舍里，一头头膘肥体壮、皮红毛亮的良
种肉猪正 “呼呼”大睡。一窝窝毛茸茸、粉嘟嘟的乳猪正挤在
“猪妈妈”的身边，香甜地吮吸着乳汁……好一派兴旺的景象！

在摆满各种养殖资料的书房里，举止斯文的黎新兴向笔
者侃起了他的养猪 “经”。

“我做了十几年的生意，却没赶上一个喂猪的！”这是当
年黎新兴在参观外地一个养猪大户后的感受，这让曾先后做
过家电、摩托车生意的黎新兴很受 “打击”，也由此萌发了
养猪的念头。

选好项目，还须技术支撑。黎新兴养猪是个门外汉，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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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也可以走捷径：买些资料、听听讲座，或者请个技术员
指导。但思虑再三，２００３年黎新兴还是前往湖南省生物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求学，攻读养殖专业，通过整整一年的学
习，以优异的成绩领取了毕业证书。

２００４年，学成归来的黎新兴便投资３２万元建起了一个
占地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养猪场，并从湖北引进一批优良种猪，
实行自繁自养。然而，生猪市场不久便陷入低迷，众多养殖
户叫苦不迭，纷纷挥泪宰猪。

市场有起有落，这并不奇怪，关键是如何在逆境中求生
存，黎新兴开动脑筋，积极应对。为降低成本，他停止购买
厂家生产的全价饲料，添置饲料加工设备，选用玉米、豆
粕、稻谷等原料，并根据乳猪、母猪及育肥猪生育要求的不
同分类配方，自配饲料；为减少精料用量，他还常年种植薯
藤、萝卜等青饲料；对于出栏肥猪，就实行多处布点，自宰
自销，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挖掘利润空间。加上他掌握
了过硬的养殖技术，消毒防疫，严格操作，猪场极少发生病死
现象。因此，在猪价跌入谷底时，黎新兴的猪场还能保本运行。

严冬过后是春天。２００６年，随着生猪市场的回暖，黎
新兴的猪场开始添金加银，年底，他共存栏优良种公猪５
头，经产母猪４８头，肉猪３４０多头，已出售肉猪２１７头，
仔猪３００多头，创产值２９万元，预计全年可创产值６０万
元，纯利１５万元。

对于黎新兴的成功，当地村民不禁由衷赞叹：“这文凭
拿得还真值！”

（选自 《农家顾问》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点评：养猪业需要拿文凭？这在咱们老百姓当中还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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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鲜事。他没有走一般养殖户的捷径，而是到正规院校攻
读养殖专业，掌握系统的养殖知识，有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在市场不景气时，他用自配饲料、自宰自销的方法降低
成本，在逆境中重生。这位大学毕业的猪倌不愧是农民中的
养猪状元。

“山乡股民”聚沙成塔

在福建北山区建瓯市房道镇有一类别样的 “股民”———
农民企业股东，在山乡投股办企业，而且办得还很红火。目
前全镇有１０００多位农民成为 “股份老板”，兴办股份企业

６６家，其中２００７年兴办了１３家。
办企业如今在房道镇已成了平常事，且还很 “热门”，

老股东想扩大规模，无 “股民”身份的则企望加入 “山乡股
民”行列。因为在该镇投资办股份企业效益较好，一般３年
即可收回投资成本，投资回报率达３０％多。

这 “股份企业热”兴起于２００４年，在山外尤其沿海一
带企业大发展的冲击下，房道人也想投资办企业，可办企业
得大投入，不太富裕的农民可望不可及，于是镇村干部和村
民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实行小金额起点的开放式合股办企
业。这种开放式股份制门槛低，受农民欢迎。村民独资一股
或三五人合成一股投资均可，每股起点金额标准为一万元，
多则不限。入股主要有两个形式：一是资金投入股份型，盈
利共享，风险同担；二是资金投入固定返利型，在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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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范围内，以略高于银行利率的利息，每年返利给投资
者，投入的资金按约定期限返还，企业风险与投资者无关。
群众可自由选择其中一种，把手中闲散资金投入到办企业中
去。

股东们将企业日常工作委托给当地股东中的 “经济能
人”，这些人懂市场、有经验、敢闯敢干，又是众多股东的
老乡，人品为大家熟知，深得村民们的信任。房道人原来也
与许多山里人一样，谈 “股”色变———惧怕合股做生意，因
为合股办事纠纷多。现在推选当地 “经济能人”经营，大家
放心多了。每筹办一家股份企业，股东们首先会认真推选一
位他们当中的 “经济能人”当总经理。安宁村的陈火兴是村
里的木材流通能手，２００４年他将十多年搞木材流通赚来的
钱全部投入办企业，与多位村民合股在本村创办了建瓯市振
兴竹木有限公司，被推选为总经理。２００６年他又与集资１６９
万元的６３位村民兴办了第二个企业万鑫竹木业有限公司，
吸收农民１２０多人进厂务工，年生产竹木制品２０万平方米，
产值１６００万元。房道经济能人张明生是目前房道镇龙头企
业———万森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已是３家股份企业 “掌
门人”。他善于闯市场，企业产品畅销，“股民”们也得利，
目前，该企业不愁订单，部分产品出口美国、西班牙等地。

山乡 “合股办企”还引来一些城里人，他们也成了 “山
乡股民”。家住建瓯城关下西河的吴财生，就是其中典型的
一例。他２００５年看到房道竹木股份企业蓬勃发展，立即到
房道参股３５万元办厂。２００６年上半年，他又在位于房道埂
尾村的万森竹木业有限公司投股１０２万元。２００７年他到房
道尤墩村与村民范声佩等人合股办起一个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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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股民”们的收入不仅来自参股办厂的红利，还可
进厂务工，在厂里既是股东又是员工，从厂里赚到的收入有

数万元。也正因股份企业的兴起，当地农民足不出镇就能在

家门口打工。目前全镇有３０００多人进入股份企业务工，年
增收３２００万元，人均年增收１万多元。在振兴竹木有限公

司上班已有３年多的村民王华生说：“每年我夫妻俩进厂务

工可赚工钱３万多元。”

房道镇党委书记郑辉说，股份企业的好处不仅是股东增
收、农民进厂务工拓展就业渠道，还可直接提高农产品价

格，镇财政也受益。

由于企业规模发展需要大量的毛竹、木材资源作原料，

毛竹、木材成为 “香饽饽”。房道镇年需毛竹３８０多万根，

合１０万立方米，而本地仅能提供毛竹原材指标２万立方米，

缺口达８万立方米，缺口原料均需从邻边的顺昌等外县市调

入。当地毛竹、木材已从往年廉价外销山外变为由镇外进货

补充。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大幅提高，竹、

笋、木、栗等价格近三年上升２０％～１００％不等。目前口径

１０寸、７寸的毛竹分别卖到１６．５元、８．５元，比前几年大

规模办企业前分别增加５元、４元，木材也由３年前每立方

米４８０元升到７００多元。农民因农产品价格上升大幅增收。

从２００６年就一直关注着房道镇 “山乡股民”现象的建

瓯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陶瑞平指出，房道的

股份企业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可算不小的成绩，可谓是聚沙成

塔！成功地实现了 “山沟沟办起大工业”。建设新农村关键
是发展生产，房道股份企业拉动农村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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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和鲜活的成功实例。
（选自 《农家顾问》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点评：在山乡投股办企业，农民自己当老板又当职工，
农民得到的是双重的收入。不仅让大伙富起来了，乡镇财政
收入也增加了。在市场经济中，单个农民力量单薄，这种
“聚沙成塔”的农民合股企业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还增加
了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挑战。“聚沙
成塔”是农民走向富裕的一条捷径。

“网”来的幸福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电脑、互联网这些信息时代的产物已
经成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然而要让我国的几亿
农民都能亲自敲键盘上网，恐怕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过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也逐渐意识到网络的重要性，加入到浩
浩荡荡的网络大军中，开始了他们新的发家致富路。

小周是浙江省衢州市某村的计划生育联系员，电脑对她
来说一直是很神秘、很高贵的东西，互联网、电子信箱什么
的她更是没听说过。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市、县领导号召群众
走信息致富的路子，她心动了，也想学电脑，可是心里直打
鼓，一怕人家笑话，二怕自己文化低，学不会。在镇村干部
的鼓励和帮助下，她终于坐在电脑桌前，也学着来弄弄电
脑。上了网，发现这东西居然能把周围的信息传到任何一个
地方，还可以在网上做生意，像做广告一样把自家的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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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等农产品销到外面去，真是太好了！她在村里当了１１
年的计划生育联系员，平时经常走东家串西家，全村每一家
情况她都知道，村民都想致富。新家庭计划活动的第一条标
准不就是勤劳致富吗？他们这个村虽然交通便利，但群众还
不富裕，村民种橘树、养生猪，都想通过劳动致富，但这些
年行情不好时，橘子、生猪只能便宜卖、亏本卖，甚至卖不
出去。从报纸上她看到有些地方的农民从互联网上赚到了很
多钱，羡慕极了。于是她也想把当地产的柑橘、养的生猪、
芦花鸡、兔子等信息通过互联网传到外面去，卖上更高的价
钱。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份，她到村民小林家，正遇上他家夫妻俩
吵架，原因是他家苦苦饲养的１９０头中猪和３００多头小猪都
可以上市了，可偏偏遇到行情差，眼看就要亏本，还是找不
到合适的买主，心烦了就相互埋怨起来。她了解情况后，就
暗暗记下来，把这个信息带到镇计生办，请计生办的同志帮
助在阿里巴巴网站上发了条信息。没想到几天后，就从福建
引来了 “大老板”，把他家的猪收购一空。后来，夫妻俩一
算账，比原来估计的足足多卖了５０００元。夫妻俩高兴得见
了她就像见了大恩人一样。从此，她利用走家串户访问计划
生育的同时，兼做起了采集信息的行当。一次她把从网上看
到的价格信息告诉村里柑橘贩销户张志林、尹日清，他们就
把柑橘贩往长春，小小地赚了一笔。村里的小姜两兄弟做棉
花纱网加工，从网上查询信息，使产品的销路更好了。后来
他家索性买来了电脑，自己天天到网上查信息了。

无独有偶，２００５年，福建漳州的林大姐随某报记者上
山采访旅游资源时，结识了这个村的村民，发现他们做的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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