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须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
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
结，既管当前，也管长
远，是长期指导思想。
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
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
中国的长远发展，其核
心是要保障农民的财
产权益，底线是严守18
亿亩耕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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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首入政府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5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 马扬 蔡敏 姚远) 中
国5日首次将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写
进政府工作报告。专家认为，这是
中国保证农村地区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

农民财产权益包括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

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
利，也是农民权益的重要保障。

中国已有的承包地确权颁证
工作尚不完善，如有的地方承包地
块、面积、合同、证书没有落实到
户，多数地方存在承包地确权面积
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

专家表示，建立新的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农
村产权改革结合起来，关键是扩大
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建立农村
产权交易市场，可启动农村沉睡资
本，也可实现城市资金流向农村。

长期研究基层农村问题的社
会学家王开玉指出，保障农民权益
还要开展农村房屋确权颁证和明

确集体资产权属主体，同步推进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等。

可探索在政策层面上放宽对
农民财产发展权的限制，包括土
地、宅基地抵押贷款等，把农民理
论上的财产转变为货币和资本形
态的财富。在国家、集体和农民个
人之间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

“总理在报告中提的村庄建设
要注意保持乡村风貌，与我一贯倡
导的保护传统村落是一致的。”全
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
中国梦中必定有美丽的传统村落。

“30年来，城市化没有把文化
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造成了现
在600多个城市‘千城一面’的问
题，城市的个性和风貌完全消失
了。”冯骥才痛心地说。

他强调城镇化必须要保护传统

村落，这与现代文明不冲突。保护村
落须靠村落发展。“没有好的生产、生
活和收入，人们不愿在村里住，那谁
也保护不了村子。”冯骥才说。

本报特派记者 杜洪雷
3月6日发自北京

冯骥才：

实现中国梦
需保护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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