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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前，这个农家子弟向总理献计

有了好土壤，作物便有了快

乐生长的温床，徐海波投入血本

建立一支高科技的植保无人机飞

防队，对全部作物统防统治。

为摆脱传统 农 业种植的羁

绊，徐海波在安徽首次采用水稻

基质工厂化育秧，购买了大马力

拖拉机、大型旋耕机、快速撒

肥机、高速乘坐式插秧机、收

割机、大型粮食烘干机等农业机

械设备，实现了粮油种植全程机

械化操作，降低了粮油种植成本，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为让消费者吃上“放心米”，

每一批大米上市都有质检报告

摆放在货架 边。2015 年，山泉

胚芽米已进驻合肥、黄山 200 余

家大型超市门店销售，零售均价

6 元 / 斤，年销售收入 2000 多万

元。

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田园”

的黟县，生态旅游资源雄厚，此

时的徐海波又萌生创意，把“有

机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

吸引游客和消费者亲身感受自创

的生态种植。每年 6 月底，徐海

波都要组织周边杭州、南京、合

肥、芜湖、马鞍山等数千名消费

者来到加工生产基地进行体验

式旅游，进一步培养、增加了消

费者的信心。

经过三年转换期，徐海波的

1270 亩有机大米基地每年的认

证检测费用约 4 万元，亩产 800

多斤大 米， 售 价 10 元 / 斤， 去

掉成本，每亩仍有近千元利润。

有人说，中国发展有机食品

养活不了国人。徐海波觉得，有

机代表安全，但不代表成本高

产量低；有机是良心代名词，绝

非提价的工具。他反对把有机食

品做成贵族食品。

徐海波的意图是先小范围种

植出有机大米，为规模化、有机

食品化种植进行技术摸索。

正是在良知驱使下，合作社

数千亩绿色大米种植基地化肥

使用量年均减少一半以上，优质

水稻亩均产 1050 斤，最高产量

达 1440 斤，产品营养成分检测

指标与有机标准区别极小，农残

检测全部为零，仅土壤含有低于

国家标准的重金属，但土壤有机

质含量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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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很多人
不知道的是，在这份工作报告中，有那么一句话跟一名农家子弟有关。正是他，在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进了中南海，向李克强总理献计。

他是谁？又说了什么？

徐海波在绿色种植海洋的

不懈探索让其在业界名气大

增。2017 年 1 月 11 日 晚， 徐

海波接到安徽省农委通知，他

被确定为全国农业基层代表，

受邀去北京参加国务院《政府

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意

见建议征集座谈会。

放下电话，徐海波激动万

分，更有些忐忑不安。此前农

业部按照“在规模标准化生产、

转型升级、产业融合、共享发

展、创业创新等方面工作成效

突出”的要求，在各省农委推

荐的优秀基层农业代表中挑选

了 9 名代表上报，最后上面确

定徐海波作为唯一农业基层代

表参加座谈会。

1 月 13 日晚，徐海波到达

北京住下后，工作人员送来了

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征

求意见稿）》，并告诉他，座谈

会对发言内容不做具体要求，

因为参会人员较多，只对发言

时间有一定要求。他逐字认真

阅读后，结合自身体会和目前

农业发展态势形成了发言稿。

他告诉自己，国家这么重视基

层意见，自己一定要让总理听

到大实话。

1 月 16 日，农业部工作人

员带领徐海波到了中南海的会

场。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 技、

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

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

( 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建议。

会上，来自各行业的 8 位

代表结合各自的工作领域，对

完善政府工作报告谈了看法、

提出建议。这 8 位代表分别是：

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院士，

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

北京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杜雪平，中国作协

副主席、作家王安忆，国家乒

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国家一

级演员葛优，安徽黟县农友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海波，

杭州钢铁集团转岗职工黄敏。

徐海波是第 7 个发言的。他在

6 分钟的发言中汇报了从城里

返回农村的创业历程和感受，

并代表基层农业创业者提了两

点建议：一是希望加大农业保

险覆盖面，增加赔付金额，建

议成立非营利性的专业农业保

险公司，保障农业种养殖抵抗

自然灾害的抗风险能力；二是

希望加大对创业主体在贷款中

的补助支持力度。最后提出农

业经营要不断创新才能大有作

为 ，产业要想做大必须带动

农民共同发展，农业企业要

做安全农产品生产方案的解

决者，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上

闯出一条新路。

总理对徐海波返乡创业的

精神和在农业经营中的创新

给 予了肯定和热情 鼓 励，称

赞徐海波有种“敢为天下先精

神”，并亲切地询问他年龄多

大、是哪里人、学的什么专业等，

还就“农业种植中遇到的最大

困难是什么”等问题与徐海波

互动交流了数分钟。随后，李

克强总理当场就要求有关部门

针对徐海波提的建议，抓紧研

究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更好地

服务农业生产，并现场安排了

国办秘书四局负责人李振江督

办。

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会后，

总理还和参会者合影留念。排

队合影时，刘延东副总理对徐

海波说：“你的发言说的很好。”

汪洋副总理也鼓励他 ：“你做

的不错。”

“第一次走进中南海，并

有幸与总理面对面座谈，这是

我一辈子最 难忘的记忆。总

理讲话平易近人，听实话问实

事，能明显感觉到他对农业的

重视。”这是徐海波中南海之

行的最大收获。

1 月 18 日下午，国办秘书

四局和保监会监管处领导来到

黟县实地调研后，希望徐海波

不要辜负总理的期望，继续努

力不断创新做得更好。 

三年来，徐海波的合作社

自建 基 地 面 积 已 达 7015 亩，

未拖欠一分钱田租、一分钱农

民工资。累计直接发放农民租

金 910 万元，农民工资 530 万

元，涵盖 8 个村 2017 户农户，

通过产业帮扶柯村镇湖田贫困

村脱贫。

对于未来，徐海波表 示，

将以生态农业为基，探索农业

生态旅游与原生态休闲旅游

相互融合的新路子，让更多农

民逐梦田园，让绿水青山成为

百姓致富的金山银山。

 ( 本文拒绝转载、上网 )

徐海波
( 右）在
地头与
人沟通。

白领回乡“研究农活”
“到现在，我还觉得仿佛是

一场梦。”今年 42 岁的徐海波是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海阳镇人，

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走进中

南海，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面对

面，畅谈种大米的经历；而且总

理也重视他所说的内容，在今年

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体现了他心底的呼声。

在 2017 年 的 全 国 两 会 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表述：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离不开农业保险有力保障。

今年在 13 个粮食主产省选择部

分县市，对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实

施大灾保险，调整部分财政救灾

资金予以支持，提高保险理赔标

准，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以持

续稳健的农业保险助力现代农

业发展。

这段话的背后就凝聚了徐海

波这名“70 后”农业创业者的创

业智慧和心底呼声。

事情还得从 2013 年说起。

徐海波在农村长大，大学毕

业后在合肥从事营销策划管理等

工作，掘得人生第一桶金。可每

天面对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吃着

自己无法感到安全的食品，他并

不开心。每次回到妻子老家——

拥有闻名遐迩的徽商古村落西

递、宏村的黟县，看到那湛蓝天

空下纯净的空气，绿得滴翠的植

被，醇香可口的农家菜，加上当

地政府对农业开发的系列优惠，

徐海波都怦然心动。

2013 年，徐海波 毅然决定

回妻子老家黟县宏村镇屏山村创

业，发展安全有机生态农业，把

希望播撒在绿色田野上。当年下

半年，徐海波组建了农友种植专

业合作社，2014 年又流转耕地

1600 亩。

农业要做大必须上规模，要

让土地出效益必须调动乡亲积

极性。深谙这个道理的徐海波

很快摸索出整村流转、土地托管、

代耕代种代收、以社会化服务与

家庭农场组建联合体、农民以土

地入股、按股保底分红等多种

合作发展模式。特别是农民土

地入股分红的创新，让农民成

为股 东，无论赔赚，入股土地

都有每年每亩 400 元保底分红，

合作社赚钱越多入股分红越多。

农民还可在企业从事播种收割

等简单农事，而企业与种粮大户

的合作体现在由公司统一育种、

栽植秧苗、植保等后续田间管理，

合作大户只须看管好稻田里的水

就行了。

为保证生态有机种植，徐海

波坚持全程使用油菜饼、沼液、

微生物有机肥、黄山市统一配送

的生物农药，逐步减少化肥使用

量，秸秆、稻壳全部回田利用培

养土壤有机质，以遏制农业面源

污染，改善土壤过度使用化学肥

料导致酸化板结的问题，实现土

壤的生态修复。

在徐海波看来，保护土壤就

是保住自己和父老乡亲的饭碗，

保住作物产量。他创新提出作

物轮耕制：水稻、菜籽、菊花等

作物产品绝不在同一地块长期种

植，一季一换，以免造成氮、钾

等微量元素急剧减少，另一个好

处是不同作物对上个品种的病菌

具有免疫功能，从而提高作物抗

病力减少农药使用量。同时，作

物每一季收获后，合作社都要

对管理的田地深翻久晒杀菌消

毒；对长期使用 5 年以上的土地，

休种一年让土壤休养生息。

徐海波（右一）与外国专家探讨。

有机食品不是“食品贵族”

中南海献计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