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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

释放出的政策信号，

使得土地流转再一次

备受关注。在2013年

的最后一个月，山东

签 下 土 地 流 转 信 托

“第一单”——— 青州

市何官镇土地经营权

流转信托化项目与北

京中信信托公司首期

签约1850亩。

土地流转并不是

新生事物，但此前都

是把地流转给一些种

粮大户或农业企业。

流转给金融机构，在

潍坊，乃至全省还是

头一遭。经营权由金

融信托公司管理、农

企变身服务商、农民

收益增加。

土地流转，发展

规模经营，有利于现

代化农业进程；但也

不可规避的是，为了

追求经济效益，不少

土地流转后改种经济

作物。土地流转“非

粮”势头蔓延成为面

临的挑战。

具体采取哪一种

土地流转方式，要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要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田田田田埂埂埂埂上上上上的的的的改改改改变变变变
农业项目投资金额大，投资周期

长，收益见效慢；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
集体，银行对农地经营权的抵押、担保
不认可，造成农企融资难。有了土地，
没有资金，成为不少合作社和农企发展
的制约瓶颈。

13日，山东首单土地流转信托计划
落户青州，经营权由金融信托公司管
理；农企变身服务商。把土地经营权变
为财产性信托项目，村民获得信托受益
权。信托的介入也是“金融下乡”，解
决了长期以来农村难以得到更多金融支
持的问题。

田地平整却用不上大型机械

南小王村原有耕地638亩，村民大都
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农闲时节外出
打工补贴家用。

为保证村民土地划分的平等，农村
分田地都会根据田地的优劣等级划分，
好的孬的田地都有一部分，这就导致了
很多村民五六亩土地分布在三四个地方
的现象。

村民张德华家大约有6市亩田地，分
布在村子三个地方。张德华告诉记者，他
们家的田地都种植玉米和小麦，播种、灌
溉、收获基本上就是靠人工。

村支书孙国贞坦言，尽管南小王村
土地十分平整，但大型农用机械根本进
不了地头。村民土地比较分散，一家想用
大型收割机，邻近的种植户不愿意也白
搭，一小溜土地农用机械也施展不开。

不仅如此，一些想种植蔬菜大棚的
村民也出于土地困扰难以实现致富梦。
孙国贞介绍说，原来村里考虑到土地优
劣，分地的时候，土地都是南北长、东西
短，但这种分地方式对大棚蔬菜种植采
光等都不是很好。

为了让老百姓种地更加方便，让大
型机械能够顺利进入田间地头。怀揣着
最初的想法，孙国贞与村委的工作人员
谋划开了，成立合作社进行土地流转。

村里土地都流转出去了

17日，青州市何官镇南小王村村委
办公室，村支书孙国贞一脸的兴奋，
“村里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

透过村委办公室的玻璃窗，南小王
村大片平整的土地上，一个个现代化的
蔬菜大棚矗立着；不远处一栋栋舒适的
居民楼正在建设中。而这在2008年还都
是一片片小麦、玉米地，楼房之前的地
方也是一排排低矮的砖瓦房。

所有这些变化，都得益于村里的土
地流转。

从2008年开始，何官镇积极开展土
地流转，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南小王村
顺势率先成立晟丰土地股份合作社，进
行土地流转。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除按股权获得固定收益外，年底还
可参与分红。农民除了领取土地收益，
还可在合作社土地上打工，领取工资，
农民收益普遍提高，生活水平提升。

而与此同时，合作社通过开展有机
农业种植、特色养殖、新能源利用，实
现了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节约了成
本、增加了效益，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资金、科研成发展软肋

如今，南小王村的村民经济收入提
高了，生活水平也提升了，村集体的经
济实力壮大了。但在合作社发展过程
中，资金短缺、科技支撑薄弱、研发能
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显
现，成为制约合作社农业发展的瓶颈。

农业项目投资金额大，投资周期
长，收益见效慢；三农领域一直存在融
资难题。回想起一开始成立合作社时跑
银行贷款的遭遇，孙国贞告诉记者，他
们跑了很多银行都不给贷款。最后在青
州市金融办、经管局的帮助下，办理了
土地证和大棚证，最后，潍坊银行以双
证抵押担保贷给了合作社资金。

资金有了，大棚也建起来了，村经
济发展的也很顺利。但孙国贞并不满足
于此，让他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苦瓜
种子”。

孙国贞表示，尽管村里有了育苗基
地，但育种基地却没有。所有的蔬菜种

子都需要进口，“一粒苦瓜种子就3 . 5
元，一个大棚光种子钱就得三四千元；
而如果我们自发培育出苦瓜种子，这一
年下来得省下多少钱啊。”

农民种菜，赚的是辛苦钱；市场行
情一天一个样，有亏也有赚，农民收入
并不是特别稳定。挖掘农产品附加值，
也成为合作社农业发展的一大亟需解决
问题。

信托公司主动找上门

今年9月份的一天，经管局的领导
告诉孙国贞，一家信托公司想要与合作
社合作。

而此时，对于信托为何物，孙国贞
一点也不了解，也没太当回事。期间，
孙国贞也没有与中信信托有限公司的人
员见过面，只是通过几次电话，并且根
据对方要求交流了村里合作社发展的相
关情况。

自此以后，双方也没有太多的联
系。10月份的一天，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一行四人，来到南小王村进行实地
勘察。“当时他们看了土地流转和合作
社发展情况后都非常高兴，但并没有表
态要不要合作。”孙国贞如是说，合作
社一如既往地按照既定规划发展。

10月底，中信信托有限公司一行7
人再次来到南小王村，还带来了两名律
师。“感觉合作有戏了。”孙国贞和村
委以及合作社的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对方
要求，提供了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等相
关手续。

当时就是感觉，他们能够给我们带
来资金，合作社和老百姓肯定会受益，其
他的也没考虑太多。

2013年12月13日下午，青州市与中
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约，共同推
出土地经营权流转信托项目，一期将流
转南小王村晟丰土地股份合作社1850亩
土地，实现土地受益权的标准化和凭证
化。

至此，青州市也签下了山东省土地
经营权流传信托第一单。

（下转C06）

本报记者 李涛 王琳

青州土地流转启示录

南南小小王王村村大大片片的的土土地地可可以以大大面面积积的的建建
设设蔬蔬菜菜温温室室大大棚棚，，才才有有规规模模化化的的生生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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