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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努力创造家庭财富，享受天伦之乐，
避免了年轻人外出造成留守老人、留
守儿童等问题。推进乡村振兴，不仅
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还要增加
农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记者：目前，云南家庭农场发展

面临的主要瓶颈和短板有哪些？

许玉贵：家庭农场在中国的发展

时间较短，制约因素包括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经营意识不强，缺乏经营核
算意识和能力。市场意识不强，没有
订单生产意识，普遍是产品生产出来
之后再找市场。合作意识不强，大多
是单打独斗，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与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小农户的合
作十分薄弱。诚信意识不强，诚信经营、
守法经营做得不够，大多只注重短期
利益。

另一方面，农业农村公平高效市
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要素流
动不充分，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龙头
企业和贫困小农户受到政府重点关注，
但家庭农场发展主要靠自己。新型城
镇化机制不完善，进城务工家庭不愿
意放弃土地，致使土地流转不多，流
转价格高，家庭农场发展受限。

    
记者：云南家庭农场未来发展之

路何在？有哪些发展潜力可挖掘？

许玉贵：在云南，各地自然环境、

经济基础、技术条件有明显差异。因此，
家庭农场在发展中一定要结合各自的
区域资源优势，选择适合的产业，不
管是林果、蔬菜、茶叶、药材，还是
养猪、养牛、养鸡或者是发展乡村旅游，
都是可行的。

然而，在发展中要注意几点：一

是所选择的产业尽可能与当地政府支
持培育的特色优势产业相吻合，以便
能得到政策支持，可以利用公共设施
（如冷库）、公共品牌和营销体系，
搭上政策顺风车。二是坚持不懈，有
解决困难和问题的信心，不要见风转
舵，不要半途而废或盲目进退。比如
养猪，前些年猪价低时很多农场自动
退出，现在猪价高了，想进来却没有
那么容易。三是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目前市场供应充足，传统的大路货卖
不掉，必须要生产优质产品，发展绿
色有机产品，在品种、肥料、农药、
饲料等，以及采收和管护、分拣分级、
包装保护、冷藏保鲜等方面形成一个
完整的质量控制链。

    
记者：在推进家庭农场可持续发

展方面，您有何建议？

许玉贵：从政府角度，要把培育

发展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促
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进
一步完善支持政策，特别是技术和服
务保障政策。比如引导带领农场主走
上规范化发展路子，积极帮助协调用
地用工，提供持续性的技术培训。

从行业角度，农场要注重发挥行
业自律的作用，可以建立一些家庭农
场联盟或协会之类的组织，在互相帮
助、共同维权的同时，也互相监督。
还要自立自强自信，有创业创新精神，
要有长远打算，坚信做一个新型职业
农民也可以过上好日子。不要怕产品
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因为人们每天都
要吃饭，一天也离不开农产品，关键
是要了解别人的需要，去生产他们想
要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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