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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村村553377亩亩地地，，都都包包给给一一人人种种
聊城试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登记后可入市交易

近日，高唐县琉璃寺镇冯庄村的
64户村民正忙着准备搬家，11月25日，
他们将集体搬进该镇营坊千户社区的
楼房内。在此前的10月7日，他们全部
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将自己家数量
不等的“责任田”租赁给了村民郭吉
运，而自己彻底从种植业生产中转移
出来。

根据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
每亩土地一年的租金是820斤小麦，每
年分别在麦收后和秋种前分两次给
付。之所以用小麦做租金，郭吉运说，
对于农民尤其是年龄稍长的农民来
说，他们觉得“失去”了土地就好像失
去了保障一样，而村里土地的主要产
出就是小麦，这样一来，村民们到了季
节既能收获到小麦，小麦的价格还能

随行就市，让村民们感觉到了保障。
将村里的537亩土地全部租赁来

之后，郭吉运打算发展规模化种植，主
要用来种植当地发展得较好的桑树、
土豆等经济作物。他介绍，这些土地成
方连片，可用来发展现代化农业，采用
大型农机具实施耕种、管理、收割等作
业。

对于村里的其他村民来说，将土
地流转出去以后，今后不用再从事农
业生产，不仅可以安心搬进楼房居住，
享受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还可以在
旱涝保收的情况下或外出打工、或就
近从事其他工作。如果愿意，有的还可
以到郭吉运的“大农场”工作，农忙时
一天可以挣到80元到100元钱，农闲时
一天可以挣到60元钱。

这只是高唐县琉璃寺镇土地流转
的一种形式，附近不远的许楼村则是
将土地流转到一家名叫“超越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农民合作社。为了推广
农 业 机 械 化 操 作 ，这 家 合 作 社 从
2012年开始，陆续租赁了村子里一
些村民的上千亩土地，集中交由10多
名社员采取机械化耕种，每亩土地每
年的租赁费是800元钱，同样也是每
年分两次付清。

据高唐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董
和江介绍，目前在农村常见的土地流
转方式主要是土地转包及租赁等，还
有一种土地入股的形式，目前尚处于
探索和起步阶段。但无论采用什么形

式，主要目的还是使土地逐步向种田
能手、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经济实
体集中，实行机械化经营，以实现规
模效益。

董和江还算了这样一笔账，实行
机械化后，每亩地的种子消耗可减少3
斤左右，节约费用15元左右；降低化肥
损耗，节约费用30元；减少用工量，节
约用工投入100元；仅这几项节支，就
可以增收140元左右。

与此同时，实现规模销售后，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的价格大幅上升，平均
每亩增收50元左右。综合这些数据，土
地流转后，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每亩可
直接节支增收200元左右。

采访过程中，聊城市农业委员会
经管处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
市土地流转面积已达到82 . 95万亩，
占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的11 . 35%。其
中高唐家庭承包土地流转面积13 . 14
万亩，已经占到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17 . 22%。

数据的背后，是农村土地流转服
务体系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据聊城
市农业委员会经管处主任张爱英介
绍，到2015年，将全面完成以县级为中
心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
体系建设，为土地流转搭建便捷的沟

通和交易平台。
为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加

快农村土地流转步伐，聊城市上半年
在所辖8个县(市区)和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同时开展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试点工作。每个县(市区)确定2个试
点乡镇，每个试点乡镇选择一个村先
行开展试点。

目前，扩大试点工作已全面展开，
大部分县(市、区)已完成调查摸底工
作。“土地确权颁证完成之后，农民在
土地流转时将更为便捷，可以直接到
市场进行交易。”

虽然土地流转发展迅速，但并非
所有的土地流转都像高唐县琉璃寺镇
冯庄村那样，能有大片的土地集体实
现成方连片地流转。记者采访了解到，
在其他的村庄，租赁的土地中间也夹
杂着一些不乐意流转的土地，不能形
成成方连片的情况。

对此，张爱英说这在当前是一个
无法避免的情况，由于农民长期受农
村传统思想的影响，尽管一些农民已
经长期从事二三产业，但仍不愿放弃
土地承包经营权，把土地看成了“保命

田”、“退路田”。
还有不少农户怕政策多变，对

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概念混淆不
清，不敢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
出去。为此，各地在具体实施中也在
探索一些变通办法，东昌府区闫寺街
道冯庄村为了确保流转的土地成方
连片，专门划出一方交通便利、灌排
方便的好耕地与不愿意参与土地流
转的农户进行等面积置换，得到了村
民的认可。

把土地看成“保命田”，有农民不愿流转

土地确权登记后，可入市交易

发展规模经营，每亩地多赚200元

土地全租出去，农民搬进楼房

高唐县琉璃寺镇许楼村成立农民合作社，村民将土地承包给合作社，由社员进行规
模化耕种。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改革新坐标·山东图变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
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
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决定
原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事实上，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
已经有了一些探索和发展，有的村子甚至把全村的土地都流转
给一户耕种，其他农民则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解放出来，或
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工作，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

据统计，目前在聊城，全市土地流转面积已达到82 . 95万
亩，已经占到了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的11 . 35%，这其中土地绝
大多数流转到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手
里，有力推动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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