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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赤壁茶庵嶺
的農民激烈地爭論
補貼太少。

■留守鄉村的農民，不論老
壯，均到工地打散工增加收
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 攝

老游開 三輪摩托在夜色中遊蕩，尋覓 乘客。他是河
南新縣滸灣鄉的農民，但真正的謀生之道是在縣城開

家庭旅館。開三輪摩托，只是身為旅館老闆的老游的第一副
業，他還有第二副業，就是務農。「就老人種點菜和搾油
的花生或油菜。沒人種糧了。地都荒了，誰還種地呀？」

不過，就是對自己開的所謂家庭旅館，老游也不滿意：
「很多住客都是臨時來亂搞男女關係的，情人啥的，
嫌在家裡礙眼，就到店裡來。」看來，來自農村的
老游對城裡的燈紅酒綠，也還不太適應。

城裡尋生計 望孩躍龍門
老游和劉師傅都是新縣四十多歲的「農民」，
準確來說，是不種地的農民，不僅自己不種
地，也不希望兒女種地。同樣在縣城開三輪摩
托的劉師傅表示，「我們這一代種地的都不
多，七十年代更沒有」。那今後誰來種地？劉師
傅的回答是：「想不了那麼多，讓孩子出來讀
書就為了將來別學我們種田。」
劉師傅是殘疾人，妻子在浙江打工，他留在

縣城開三輪謀生，同時照顧在城裡
讀書的兒女。家裡收入百分百靠
打工，還在鄉村的老人一年種糧大

約能有2,000元的收入，蔬菜自己種，
日子勉強能過。

對年輕人來說，打洋工更充滿誘惑。新縣是
中國有名的對外勞務輸出地，截至2009年底，
一共向日本、韓國、意大利等輸出勞務近1.5萬
人次。出國勞工月入萬元，勞動合同一簽三
年，出去一趟能掙30多萬。其中僅2008年，外
出的勞工就給新縣匯回來6,211萬美元。

年收僅4百 耕作淪副業　
和老游一樣，種地也只是劉大姐的第二副

業。劉大姐是湖南常寧人，記者見到她時，她
正在廣東韶關的東火車站擦皮鞋。但她的主業
是裝修，沒生意的時候就兼職擦皮鞋：「家裡
小孩要上學，不多想辦法賺錢肯定不行。」劉
大姐非常精明，知道記者身份後，剛擦完鞋還
沒徵求意見，就馬上額外再塗上鞋油﹕「這種
比較貴，4元。」她一邊塗鞋油，一邊嘗試打消顧客心中的惱
火：「做記者肯定有錢吧？」
對農民務農收入比例日益下降的現狀，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

院院長陳文勝有過詳細調查。早在2004年，他在湖南一個典型
傳統農業大鎮，抽查1,632戶農戶所得的資料表明，養殖戶年
收入人均1,708元，打工戶年收入人均6,291元，而種田戶年收
入人均只有432元。也就是說，種田的收入只及打工的7%。這
幾年來，種田收入與打工的對比只會越來越大，還有誰願留在
田間？

年輕人不願種地，老農民又如何呢？視土地如命根，是
過去老農民對土地有很深感情和生活依附的表現。現在情
況卻變得微妙起來，即使是無奈留守農村的老農民，也視
土地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不再珍惜土地。

土地保障功能弱化
這種土地觀念的轉變，從湖南省社科院一項以留村在家

的中老年農民為主要對象的調查中得到反映。陳文勝介
紹，在回答「如果您務工經商收入穩定，能夠養活一家
人，你會怎樣進行選擇﹖」的問題時，有12.6%的人選擇放
棄土地承包權，26.7%的人選擇出租土地，只有60.7%的人
選擇自己經營土地。這說明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感逐漸降
低，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日趨弱化。

缺糧成農業出路？
陳文勝表示，李嘉圖分配定律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利

潤與資本額成正比例，既不與勞動付出成正比例，也不與

效益成正比例。說明了多勞並不多得，比如中西部勞動力
最多，但所得不如沿海；高效也並不多得，比如每次農產
品高產只會造成過剩，以至穀賤傷農。只有多資才能多
得，比如沿海發達地區擁有雄厚的資金帶來快速發展。
所以，一部分中國農民甚至喊出了這樣三句口號：「農

村的出路在於拋荒，農業的出路在於缺糧，農民的出路在
於打工」。

荒廢農業 經濟遭殃
由於種糧、種菜、養豬的農民減少，如今農村裡的菜價

直追城市，甚至更高！對此，獨立研究三農問題的湖南衡
陽縣原水利局長劉放生表示，這恰恰釋放了一個不好的信
號，生產不足正是目前的農業危機。
這場危機對誰不利？劉放生認為，這對農民來說可能是

好事，「大家收入提高了，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都在城
裡娶了漂亮媳婦，有什麼不好？」但是荒廢了農業，必然
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重大影響。

土地變雞肋 農業臨危機

「搞個鬼哦！」方聲軍叔叔硬邦邦的回
答，表達了他對種地不賺錢的鬱悶，他是
困守湖北通山縣大畈鎮山頭灣的農民之
一。
記者在廣東、湖南、湖北了解到，農民

普遍表示種水稻畝純收入400至600元之
間，而且前提是沒有遭遇水災或旱災。
湖南耒陽籍的張師傅在韶關開出租車，

他說家裡的地都給兄弟種了，同村人還有
不種地全拋荒的。出來打工最少一個月也
有1,000多元，減去吃住每月也能剩下四五
百元，等於在家種地一年。「做農民最苦
了，又熱，出來還不用這麼辛苦。」

打工僅一月
等同種地一年劉正皇65歲，湖南衡東榮桓鎮柏

塘村人，全家6口人，有三畝多水
田。老兩口帶 一個上學的孫女在
家，其他人外出打工。他自己種地
和打散工，全年收入2,000元左右。
全家一年總收入三四萬元，其中種
地的收入，竟還不到一成。算完帳
以後，劉正皇無奈地承認，種地只
能糊口。
主動背井離鄉的人越來越多，甚

至幾代人集體離開。在韶關，面對
記者老家哪裡的詢問，一位的士司
機直截了當地回答：「我不要老家
了。」另一位的士司機胡師傅是湖
南常寧蘭江鄉人，他說老家有一個

自然村，都是同族十餘戶姓胡的人
家，按照輩分算有五代人，全部集
體離開。胡師傅自己也把父母接到
韶關安度晚年，他感慨，回家拜
山，連路都找不到，全長茅草了。

全村跳農門 五代集體撤離

劉師傅是「不務正業」

的農民之一，在指望兒

女「跳農門」把戶口轉

到城市之前，他先棄耕投城，從

河南大別山深處的田鋪鎮舉家遷

到縣城新縣。香港文匯報記者經

過一個多月深入廣東、湖南、湖

北、河南四省近十個縣市，在對

今日中國農村的千里大調查中了

解到，農村中大部分有人外出打

工的家庭，全家收入的八九成均

來自打工或做生意，種地已成為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

肋。農民越來越脫離務農生活，

種糧副業化，不少農民根本不種

糧食，花錢買糧的現象日益普

遍。農民收入增加了，農業的根

基目前卻動搖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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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家遷城轉行 非農收入佔九成

「要說實話！」一群老頭老太們，七
嘴八舌地爭辯 農業補貼到底有多少，
其中一對老夫婦則騰出口來，向記者訴
說農業補貼如何不足：「種10畝地，一
年才給170元！哪裡夠？」湖北赤壁茶
庵嶺鎮青石橋小學門口，一群老人由於
記者的提問而為農業補貼標準爭議起
來。最後，他們形成共識：一畝地政府
補貼肯定不止17元，分到手的這麼少，
是因為村幹部截留了。
各地的農業補貼標準不一，多的每畝

超過100元。但補貼能不能完全發放到
農民手上，成為許多人關注的問題。更
重要的是，即使補貼完全發放，農民和
基層幹部都不領情。赤壁新店鎮荷葉塘
村村民陳伯表示，「種地賺不了錢，國
家不要稅費也賺不了錢。」

糧價上漲 農夫未受惠
浙江仙居官路鎮綠盈農業合作社發起

人張桂芳表示，08年種子每市斤（1市
斤等於500克）8至10元，國家良種補貼
10元。但現在市價漲到28至60元，補貼
應該相對提高。張阿姨表示，種子價格
上漲與勞動力成本上漲有直接關係，但
勞動力價格上漲意味 打工收入更高
了，農民乾脆把承包地拋荒，選擇打
工。
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表示，日本政府

以人民幣12元每斤的價格收購水稻，否
則農民不種水稻。台灣農民休耕，政府
每畝要補貼5,000元。未來三五年內，中
國糧食價格應該翻番。

嫌補貼太少
農民不領情

高遠，清新怡人，但頹廢，這就是湖
北通山縣大畈鎮山頭灣。整個村小組從
100多人銳減到不足10個人。除了兩戶人
家，山頭灣幾乎家家戶戶都只留下殘垣
斷壁，有的堂屋裡，還停 口看來早被
遺棄的棺材。
這一帶，野豬和猛禽早就比人還多。

農民方聲軍的父親在堂屋裡養了雞。大
門和門檻之間的縫隙塞 一隻老式的解
放鞋，防止雞從縫裡鑽出來被老鷹叼
走。方聲軍已經在通山郊區蓋了房，但
他對家鄉還有個夢想，希望能在山頭灣
辦農家樂，或者吸引外面的老闆投資，
發展自然放養的現代養殖業。

引資難　盼國家規劃
湖南榮桓鎮柏塘村書記劉新國表示，

村內旱地已全部拋荒，但他也無能力去
改變，「最好的辦法是公司加農戶，把
荒地盤活。」站在渣沖水庫壩頂，劉新
國指 遠處的荒山表示，有山有水，四
周群山環繞，幾千畝內沒有一戶人家，
最適合發展養殖業。但這需要幾千萬乃
至上億的投入，除了坐等外來資本，他
們沒有別的辦法。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

任黨國英表示，淺山區不適合農業。他建議國家
對淺山區開放非農產業，比如發展旅遊、林業和
別墅，但是國家一定要事先做好嚴格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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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農翻地非耕作，而是
修築小路。

■湖北赤壁茶庵嶺
的農民激烈地爭論
補貼太少。

■留守鄉村的農民，不論老
壯，均到工地打散工增加收
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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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跳農門」，翁源龍仙鎮
李屋村人去屋空。

■湖南衡東柏塘村民希望在渣沖水庫建立生態放
養基地。

■阮英良已81歲，
家中旱地變荒地，
水田變旱地。

︵
本
系
列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