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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将将提提高高征征地地农农民民补补偿偿标标准准
征地范围正在缩小，原则上只有“公共利益”才能征地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集
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
地经营权、实现农民土地承包权和
经营权分置并行。

“稳定农户承包权，是对农民财
产性收入的重要保证。”省政协委
员、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玉志说，
土地承包权只有本集体组织的成员
才有权获得，稳定了承包权，也就稳
定了农民的收入来源，给农民吃了

“定心丸”。
王玉志说，放活经营权是增加

农民收入，实现现代农业的重要措
施。农民可以把经营权出租出去，也
可以入股、合营等，从中获得更多的
收入。

“经营权出租出去，也很好地避
免了过去一家一户散户经营的局
面，经营权出租给一家大型企业，可
以发展成规模的现代化农业。”王玉
志说。

本报记者 孟敏 喻雯

目前，我省农村进城务工人数
已占农村总人口的58 . 4%，留守农村
的劳动力普遍老化。今后农村土地
怎么种？谁又会来种地？都成了摆在
面前的棘手问题。

“我省基层供销社现在以大田
托管为切入点，领办合作社，探索出
了一条农民进城打工、供销社给农
民打工的土地托管模式。”省供销社
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侯成君表示。

侯成君说，这种托管模式已在济
宁汶上县试点了近5年，目前，全省已
有530万亩土地实现托管。按照规
划，未来5年内将推广到2000万亩。

“推广供销社模式，解决了农业
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侯
成君说，通过在大田中推平垄背、推
广良种、宽幅精播、测土配方、多层
施肥、统防统治、机播机收、烘干储
存等服务，粮食作物每亩可增产
20%—30%，增效400元—800元。同
时，农产品从种到加工销售形成了
密闭环节，有助于保证食品质量安
全。 本报记者 孟敏 喻雯

本报记者 孟敏 喻雯

我省正逐步缩小农民征
地范围，原则上只有“公共利
益”才能征地，同时也在逐年
提高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省
政协委员、省国土资源厅副厅
长王玉志表示，落实集体所有
权主要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发
证”实现。我省农村土地确权
工作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三部分，
目前发证率已达99 . 21%。

王玉志表示，落实集体所
有权主要是通过“农村土地确
权发证”来实现。我省农村土
地确权工作包括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
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
三部分。目前这几项工作进展
顺利，发证率已达到99 . 21%。

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
续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试点，提高农民
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
例。以土地托管、领办合作社
为切入点深化供销社改革。王

玉志解释，我省正在逐步缩小
农民的征地范围，原则上只有

“公共利益”才能征地，我省也
在逐年提高征地农民的补偿
标准，目前我省平均补偿标准
是每亩地4万元，这一标准还
将逐步提高。

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所长张清津认为，供销
社发展成为一个大的服务组
织，将减少政府对现代农业的
监管成本。

张清津说，我省的供销社
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加上

供销社原本就属于政府，推广
供销社的土地托管、领办合作
社模式有助减少监管成本。

随着国家对农村合作社
的补助政策出台，一批只有空
名的农村合作社先后出现，只
为套取补助资金，成为名符其
实的“空壳社”。

张清津认为，监管部门迫
切需要健全监督机制，防止走
关系套取补助资金。供销社领
办合作社的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能减少此类“空壳社”的出
现。

种种114455亩亩地地，，家家庭庭农农场场年年入入2200万万
胶州土地流转催生不少农场主，土地租金上涨成发展瓶颈

到基层去，到普通人中间去。即日起，本报开辟“步行齐鲁·新春走基层”专栏，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入田间地头，通过采访春节前后鲜活的生活，热气
腾腾的年味，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生活实实在在的变化。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承
包地经营权将可抵押融资，
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1月20
日，胶州市胶西镇杜家社区
大郐家沟村的冷学家说，他
早就想扩大家庭农场规模，
却受制资金。3年多前，他注册
了镇上第一家家庭农场，一
家人种着145 . 7亩土地。胶州
市土地流转催生了32户家庭
农场主，冷学家的家庭农场
也成了一个农村土地流转的
样本。

本报记者 孟敏

眼下，农场主冷学家的“家美
农场”进入冬闲时节。最近一段时
间，趁着晴天阳光充足，他忙着给
农场里的麦田平土。

“我们的农场现在有145 . 7
亩土地，其中成片的耕地90亩，速
生杨林和果林地各有20多亩，还
有其他散地10多亩。”冷学家说，
成片的90亩耕地主要种麦子、玉
米和土豆。

遇到农忙的时候，冷学家78
岁的老父亲也会下地帮忙干活，
唯一的儿子冷传国也得蹲地头，
一家4口人为农场忙活是不够的，
还得再雇七八个季节工才行。现
在农闲了，农场里清净了很多，只
有老父亲帮着看农场。

以“家美农场”为代表的家庭
农场是继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农
民合作社后，又一种农村新型经
营主体，近两年在胶州市不断涌
现。

在探索农业产业化过程中，
不仅涉及农业经济领域的改革，
还涉及土地经营方面的变动，决
策需慎之又慎。胶州市农业局相
关负责人曾透露说，胶州家庭农
场发展较快，主要是因为土地流
转工作启动较早。2008年至今，胶
州全市已经累计流转土地16 . 3
万亩，发展起了一批种植大户，这
些种植大户相继注册了家庭农
场。

“我一直想扩大农场规模，打
出自己的品牌，探索建立品牌化
的农场运营模式，这两年就等胶
州市的政策最后定下来。”冷学家
一直关注着国家和市里的政策走
向。

一家四口管理农场

雇七八个季节工

土地流转后

经营不善撂荒咋办

经营权出租

农民可入股合营

我省530万亩土地

实现供销社托管

趁着晴天，冷学家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给麦田平土。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冷学家的家庭农场正
在经历着从种养大户到企
业之路的转型。家庭农场被
看做是种养大户的升级版，
走的是农业企业之路。

“家美农场”还有一个
小型养猪场，年出栏量近
300头。冷学家还小规模散
养了一些鸡和牛。“刚卖出
去一批猪，现在只留下了4
只母猪和 5只小猪。”冷学
家说，农闲时，他和妻子也
闲不着，得喂猪、放牛、养
鸡，日子过得忙忙活活。

冷学家是村里的“能
人”，此前陆陆续续有市里
的一些单位和企业来村里
购买他的农产品，需要发票
作为报销凭证，冷学家那时
候还只是种养大户，无法提
供发票。

2010年4月，冷学家和
妻子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
注册了“家美农场”，成为
了胶西镇第一家注册的家
庭农场。

据冷学家保守估计，家
庭农场一年的种养收入在

20万元以上。
在冷学家的庭院里，

停放着 3 5 0拖拉机和手扶
三轮车。“到了收割时，就
得按一亩地 1 0 0元的价格
租农具，雇玉米、小麦收割
机 和 前 后 驱 动 的 大 拖 拉
机。”

“现在人力成本上升很
快，雇人收土豆，女的一天
150元，男的一天160元，还
得管中午饭。”冷学家对此
庆幸，邻村的劳动力费用早
就到了一天200元。

既种地又养猪，用大机械收割

“现在收入较高，很大一
方面归因于当初租地成本
低。”冷学家说，大约9年前，
他就开始租地，租期为15年。

“当初不少土地抛荒，一亩地
的年租金才50元，现在都涨
到了1000元。”看着租期过了
一半的契约，冷学家心里清
楚，以后租地成本将会大大
提高。

冷学家坦言，再次租
赁土地时，资金将是一个
大问题。随着规模扩大，家
庭农场也可能突破“以家

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
束缚。

而青岛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居民房屋所有权和
林权等“四权”可以进行担
保融资，对家庭农场主们
来说是个好消息。

据了解，青岛累计办
理“四权”担保融资1 1 8 3 0
万元，其中林权担保融资
3 1 3 0万元，土地承包权担
保融资140万元。按融资主
体统计，合作社承贷主体

融资 4 3 7 6万元，家庭农场
融资860万元，种养大户融
资4125万元。

资金的问题缓解了，村
里又在进行确权登记，这让
冷学家对家庭农场的未来
更加有信心了。实行土地承
包几十年，农民手上一直缺
少个“本本”，能证明土地的
经营权是自己的。领到“本
本”后，在不改变用途的情
况下，农民有一定的处置权
和转让权，甚至可以抵押贷
款。

9年前一亩地年租金50元，如今涨到1000元

省政协常委、致公党省委驻会
副主委马传凯认为，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有利于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助
推农业发展的农场化、公司化、合作
化。我省现代农业走在全国前列，但
仍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现代农
业的质量。

“提高现代农业的质量，就需要
对土地流转加强监管。”马传凯说，
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农业企业等新兴经营主体，都要
以土地流转为基础，要确保土地流
转本身更规范，方向明确、程序合
规，土地流转后要确保用于农业生
产，防止出现土地使用用途异化，农
用地被抛荒、浪费。

同时，无论是培育农业企业等
新兴经营主体，还是土地流转后引入
外来企业，都要保证农民的合法权
益。如何确保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后
的收益、效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
题。一旦企业经营不善，耕地是否会
被抛荒？失去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张清津说，现代农业发展过
程中，需要加强政府监管和服务，防
止出现各种耕地浪费的问题。

本报记者 孟敏 喻雯

之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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