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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土土地地流流转转,,民民间间从从未未停停止止探探索索
本报记者 李涛

土土地地流流转转出出现现在在改改革革开开放放
后后。。随随着着工工业业化化、、城城市市化化进进程程的的
推推进进，，进进城城务务工工者者的的逐逐年年增增多多，，
农农民民与与土土地地的的关关系系悄悄然然变变化化，，越越
来来越越多多的的农农民民脱脱离离农农业业、、走走出出农农
村村，，有有的的农农民民把把土土地地或或转转让让、、或或
转转包包、、或或转转租租给给别别人人。。

土土地地流流转转并并不不是是新新生生事事物物，，
只只是是此此前前都都是是把把田田地地流流转转给给一一些些
种种粮粮大大户户或或农农业业企企业业，，流流转转给给金金
融融机机构构在在山山东东是是头头一一遭遭。。

外出打工，

田地租给村民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
来越的村民搬进城里；一些老
人也跟随子女住进了楼房，家
里的田地无人照料。为此，把土
地承包给留守村民种植，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延续认可。

老家是安丘市凌河镇的闫
先生现在市区一家农资公司上
班，几年前在家种地的妻子也
跟随他搬到城里居住，在城里
找了份工作干，村里的土地都
承包给了村民种植。

闫先生告诉记者，都在城
里居住了，为了一点田地来回
跑，一年的收成还不够路费花
销；田地都给亲戚朋友种植了，
一年给个几百块钱也省事，收
获的时候，他们也会多少给我
们一些地瓜、芋头、花生啥的，
感觉也挺好的。

像闫先生一样将土地交给
亲戚朋友种植的人，在农村并
不在少数。据了解，还有一部分
村民进城前，将田地种植成树
木。

田地里搭建起葱棚

今年56岁的老李如今是一
个大葱粗加工大棚的管理者，
而大棚的所在地就是老李家的
田地。

“前几年，我们这一片都流
行种植杨树，不管好地孬地都
种成了树；相邻的地种了树，树
根就会延伸到你家地里，没办
法，一些不想种树的人家也只
好种树。”在这种形势下，老李
也将村子道路两侧的田地种成

了白杨树。
安丘生产大姜、大葱，前几

年一些商贩到村里建大棚雇人
粗加工大葱。老李将一块地承
包给了葱贩子，从乡镇企业退
休后的老李闲来无事被葱贩子
雇用管理大棚，负责大棚的开
关门、召集工人、分配大葱、称
重。

“租地给我一部分费用、帮
着管理大棚赚取工资、有时候
自己也加工一些大葱赚取劳务
费。”尽管每天起早贪黑，但村
民们对此还是非常满意。

外出包地种大姜、花生

安丘市新安街办北张排村
的王师傅从焦家庄村承包了两
亩多地种大姜。

王师傅告诉记者，他去年
种了三亩地的大姜，卖了三个
价，1 . 1元、1 . 6元、3元每斤。

“涨到一块六的时候感觉差不
多了就卖了一部分；后来涨到
三块了，感觉已经涨得挺高了，
就把剩下的全部卖掉了，没想
到后来涨到五块多，真的没想
到今年能有这个价。”

“村里地少，土头不好，产
量低，就出来包地种姜了。”像
王师傅一样外出承包土地种植
大姜、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农民
并不在少数。一些农产品企业
也会花钱租赁土地，雇佣农民
种植经济作物。

众望所托的家庭农场

今年2月下旬，中央一号文
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

将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词语带
入公众视野，领域内外都在
欢呼种植业”家庭农场”时
代的到来。

农村老人，出去打工没
人 要 ， 只 能 守 着 土 地 找 饭
吃。现在一些家庭农场土地
流转难的现象，恰恰反映了
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据了解，诸城市为加快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这一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 设 立
“ 家 庭 农 场 登 记 绿 色 通
道”，放宽注册登记条件，
为家庭农场发展创造了良好
环境。

但是，要想成立家庭农
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而
要经过严格的认定。

为此，诸城市还制定了
《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
法》，从产业规模和年纯收
入两个指标提出家庭农场的
8项认定登记标准。比如家
庭农场须以农业收入为主要
经济来源，本业收入占家庭
年总收入达到90%以上，从
业人员年人均纯收入须达到
本镇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两
倍以上；家庭农场用地须相
对集中连片，土地流转合同
年限不得低于10年，且从事
经营两年以上。

按照规模大小，家庭农
场被分成大中小 3个类型，
集中在种植、养殖和种养结
合 3个领域，涉及粮食、油
料 、 露 地 瓜 菜 等 1 6 种 农 产
品 。 凡 登 记 认 定 的 家 庭 农
场，可优先承担各类农业项
目，支农政策给予倾斜。

与此同时，家庭农场的
管理也是动态的。经营者不

直接参加生产管理。资不抵
债或被兼并、有违法违纪行
为等问题的家庭农场，将被
注销法人资格。

如今在城市周边，一些
商人瞄准了家庭农场商机，
纷纷出资承包土地建立家庭
农场，然后将田地划片租种
给城里人。“周末带着老人
和孩子到田地里给蔬菜浇浇
水、除除草，这种生活方式
越 来 越 多 的 被 城 里 人 所 接
受；不管收获如何，一起耕
种 的 那 种 欢 乐 是 很 难 得
的。”

食品加工企业

发展种植基地

当下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
被重视，一些食品加工企业为
了确保食品的安全，从源头上
把关，发展企业自属种植基
地。企业自属种植基地在另种
层面上说，也是一种土地流转
方式。

潍坊职业学院农业工程学
院副院长、教授席敦芹接受采
访时表示，企业租赁农民的土
地，然后再雇佣农民为其打
工。“田地种什么都由企业说
了算，企业提供种苗，农药肥
料统一配备；收获季节，农产
品全部由企业统一支配。”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企业
与农民达成协议，农产品种植
之前，企业给予保护价，种植
管理全部交给农民；等到收获
时节，只要农产品达到企业要
求，企业就会以保护价收购农
产品；如果市场价高于保护
价，农产品收购价也会抬升，
低于保护价则按保护价收购。

潍坊土地流转

创出7种模式

为加快土地流转，从2008
年底开始，潍坊市委、市政府就
把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方式纳入全市综合配套改革
试点范围；2010年列入了镇域
科学发展观摩点评范围以及十
佳农业乡镇的评选内容；各县
市区也都出台了指导土地流转
的规范性文件。2012年潍坊市
委办公室、市政府还下发了《关
于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 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的意见》。

截止到2013年9月底，全市开
展土地流转的村达6432个，占应
承包村数的69 . 26%，涉及农户
51.04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4.6%，
土地流转面积240.7万亩，占家庭
承包经营面积的25.2%。

目前潍坊市土地流转呈现出
布局区域化特点，据不完全统计，
一次性转入受让方500—1000亩
的41个，一次性转入受让方1000
亩以上的19个，其中一次性转入
受让方最大面积12000亩，这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产业化
经营，农业产业布局更加合
理，主导农业和特色农业得到
发展。

潍坊市在流转过程中，探
索创新了青州的土地股份合作
社带动型、诸城的社区带动型、
寿光的龙头企业带动型、安丘
的特色农业带动型、昌邑的土
地资源开发带动型、寒亭区的
都市农业带动型、潍城创意农
业带动型等七种土地流转模
式，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借鉴和
思考。

宋宋爱爱青青种种植植的的黄黄瓜瓜每每年年为为家家里里带带来来可可观观的的经经济济收收益益。。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青州土地流转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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