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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统一”，三口之家玩转600亩地

明集镇整建制流转土地之后……

□ 蹲点记者 李剑桥

“奉母命到俺岳父家里借年去……”
“这么好的日子，别再借年了”
……
近日，在邹平县明集镇柴家村老年公

寓，像往常一样，柴象禄拉起二胡，老伴唱

起了自编自演的新吕剧《土地流转赞歌》，
歌声伴着不时响起的掌声回荡在公寓内，
也将记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家小院。

“我能住进免费老年公寓，多亏了土地
流转。”见记者来访，柴象禄打开了话匣子。

柴象禄告诉记者，前些年，家里有地
无法外出务工，家庭收入都是从地里“刨”
出来的，土地是唯一的依靠。全村每人1亩
7分地，一年下来每亩地的收入仅有1000多
元。

变化自2014年发生。当年，明集镇开展
农村土地流转探索实践，柴家村的土地当
年实现全部流转。

柴家村原有耕地1320亩，另外旧村复
耕200余亩，现在全部流转给了8个种粮大
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原有的生产路、遮

阴地等土地归村集体，每年村集体增加收
入15万元左右，旧村复耕的土地200余亩，
每年增加收入20万元左右。解决了村集体
无钱为群众办事的难题。

8个种粮大户也实现了现代化的种植
模式。村民孙思保承包了200亩，是最大
的一户。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批量采
购生产资料，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每亩
节省200元左右；精耕细作、良种种植，
亩产提高100公斤左右。算下来，一年收
入10万元左右。

土地流转让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
安心从事其他产业，工资性收入显著提
升。现在，年龄较大的村民当上了农业工
人，日工资在60-100元；年轻人到附近工厂
上班，每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

“每亩地流转费用是1200元左右，土地
流转后我在村里干起了保洁员，每月工资
600元。”柴象禄说。

2015年柴家村完成了整体搬迁，800余
名村民全部住进新型社区，60岁以上的老
年人都搬进了社区免费老年公寓。

截至今年9月6日，明集镇6 . 1万亩耕地
全域完成土地流转，主要集中到了360名懂
技术、会经营的种粮大户手中。明集镇也
逐步探索形成了一种政府搭戏台，村集
体、种植户、群众三方齐受益的土地流转
新路子。

“今年以来，全县有53个经济薄弱村，
通过土地流转集体收入突破3万元。全县
858个行政村中，有797个村集体收入达到3
万元以上。”县委组织部部长范克志表示。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

现代化农业道路。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

地怎么种：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蹲点记者 马景阳 刘 磊

“小雪收葱，不收就空。小麦冬灌，保
墒防冻……”11月27日早上7点，在淄博市
临淄区凤凰镇东申村东头的一片麦田里，
49岁的农民王熜之正摆弄着自动喷灌机
给小麦浇“冻水”。

上“冻水”用上自动喷灌机，还得从10
年前临淄区开始推行的粮食生产“十统
一”社会化服务说起。

10年前，王熜之一家三口的3亩3分地，

每到麦收、秋收时节，他就得放下手头的
铝合金门窗生意，在田间地头忙活两个多
月。“劳心费力，就为种点口粮。”

2007年，临淄区开始试水玉米集体耕
作，推行玉米机收、旋耕统一服务。起初，
习惯了“各自为战”的乡亲们，对这种新模
式并不“感冒”。“一是怕机器收得不干净，
二是觉得旋耕深度只有15公分左右，碎秸
秆会留在地面上，更重要的是大家不愿意
多掏机收的费用。”王熜之道出了原因。

了解情况后，临淄区采取了一系列针
对性措施：安排人员走村入户讲解机收优
势；在旋耕后再增加深耕环节，深耕深度
达20多公分；对接受集体耕作统一服务的
农户，区财政每亩补贴40元机械作业费，
各镇、街道再补贴10-30元，农户仅需要缴
纳一定数额的机械作业费差价款。

消除了后顾之忧，集体耕作服务逐渐
被农户认可。王熜之便是第一批接受该项
服务的农户。

试点一年后，2008年，临淄区开始全面
推行玉米机收还田、旋耕、深耕、再旋耕4
个环节的统一服务。经过几年的延伸和拓
展，全区40万亩粮田实现了统一玉米机收
和秸秆还田、统一旋耕、统一深耕(松)、统
一再旋耕、统一施肥、统一小麦供种、统一
小麦播种、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小麦收
获、统一夏玉米机械播种为主要内容的粮
食生产“十统一”社会化服务全覆盖。

集体耕作的关键在于机械化。为此，
临淄把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实行集
体耕作的主导力量，推动形成现代农机社
会化服务体系。

王熜之嗅到了机会。2008年，他舍弃铝
合金门窗生意，购置了三台拖拉机，并联
合几名农机手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如
今，合作社已吸纳63名农机手入社，每年
为9个村11000多亩粮田提供耕作服务。

集体耕作服务大大推动了土地流转，
全区涌现出了一批批种粮大户，王熜之就

是其中之一。2009年，他以每亩800元的价
格流转了100亩地搞粮食种植，2010年发展
到300亩，到现在已流转土地600亩。

目前，王熜之每年单是种粮的收入就
将近20万元，比打工挣得多。2014年，王熜
之索性把高职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儿子
喊了回来，一起搞起了农业生产，“统一耕
种，统一管理，除了收割赶时间请短工，平
时我们一家三口忙活600多亩地绰绰有余，
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受益的不仅仅是王熜之。东申村的王
建把自家承包3亩3分地以3000元/年的价
格流转给王熜之后，专门去城里学了修车
的手艺。学成归来后，王建摇身一变成了
附近几家农机合作社眼里的“香饽饽”，仅
此一项一年就收入四五万元。

采访结束时，王熜之办公室里一块写
有“新型职业农民”的字画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这是朋友送给他的，王熜之觉得，这
个称呼挺贴切。

□ 本报记者 王 川 赵洪杰

谁来种地？地怎么种？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加之农产品价格
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社会对此普遍关注。

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要发展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山东在加
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上作了大量探
索。落实十九大精神，山东正以加快农业
提质增效为目标，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在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基础上，加快推动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

补齐新型经营主体短板

作为我省唯一一家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在金乡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普遍
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组织

模式，3 . 6万亩大蒜全部以“保护价”收购，
价格“过山车”现象，在这里很少见到。

农业竞争力提高的短板在于农业经
营的规模过小，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仍占
据很大比例。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破解
现有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山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
出形式多样、生命力旺盛的特点——— 全省
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9400多家、农
民合作社18 . 6万家、家庭农场5 . 5万家、各
类农业服务主体20多万家，均居全国首
位。这带来的结果是：全省土地流转面积
占到了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32 . 3%，比2012
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土地经营规模化率
达到40%以上。

记者蹲点发现，山东新型经营主体个
体规模小、带动力和市场竞争力弱、运行
不规范等问题同样突出。以农民合作社为
例，实施标准化生产的仅占6%，拥有注册
商标的仅占5%。

省农业厅厅长王金宝说，结合落实十
九大精神，山东将在如何吸引主体、如何
发展主体、如何规范主体三方面发力：我

省出台了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意
见，鼓励各地将先进生产要素和现代化的
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农业；积极培育家庭农
场联盟、农民合作社联合社、龙头企业协
会等，鼓励各类主体壮大规模，引导各类
主体相互融合；启动省级龙头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的监测认定工作，对带动能
力强、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效果明显的经营
主体重点支持，不达标的坚决淘汰。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一家一户的小农
户生产还会长期存在。十九大报告首次提
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

11月9日，平原县前曹镇郑庄村“两
委”大院，115户群众聚在一起领取今年第
二次分红。青壮年外出打工，老幼在家留
守兼种土地，这种情况怎么办？德州充分
发挥村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市
委、市政府出台专门意见，推进全市村党
支部领办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目前已有

625个行政村采取这种做法。
据王金宝介绍，今后山东要通过股份

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方式，让小农户与
各类主体之间形成分工明确、分配合理的
利益共同体，并持续加大新型职业农民教
育培训力度。

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化服务，是让现
代农业装备、技术运用于小农户生产的另
一条路径。滕州市供销社在西岗镇建设为
农服务中心后，购置大农机、烘干机械等
设备，服务圈覆盖3万—5万亩耕地，为农
民提供“保姆式”全托管和“菜单式”半托
管服务，粮食作物每亩增产20%—30%，增
效600元—800元。

截至7月底，全省供销系统已建成为
农服务中心1184处，土地托管面积2429万
亩。省供销社主任侯成君说，2018年基本实
现全省各乡镇为农服务中心全覆盖，2020
年基本实现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全覆盖。

以改革激发种地积极性

解决好地怎么种问题，根本在于推进
农业农村各项改革，调整完善农业生产关
系，保护农民财产权益，以此激发农民种
地积极性。

在这方面，昌乐县庵上湖村进行了有
益探索。从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对村
华安瓜菜专业合作社占用的集体资产进行
确权，村集体以这些确权的资产入股，参与
收益分配，村民们的财产权益也清晰有保
障，老百姓种菜积极性空前高涨。

去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基本完成土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下一步，山东将在巩
固土地确权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土地“三
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快8个国家级
和34个省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县的试点进程，明年山东所有涉农乡镇

（街道）都要开展集体产权改革试点。
11月30日，十一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这将是未来几年山东农业改
革的攻坚战。”王金宝说。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可拓展农民增
收空间，是保障种好地的有力举措。山东
已连续两年成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试点省，重点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
和电子商务、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
下一步，山东将认定一批一二三产融合示
范县、示范企业和示范合作社，把农业“新
六产”打造成山东农业的新亮点。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围绕地怎么种，即墨大信镇引入“光伏农业”，一二三产联动，农民不仅获得土地租金，还进棚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收入翻了一番。

蹲点故事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

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调整完善农业生产关系

壮大农业“新六产”

解决好地怎么种问题

根本在于调整完善农业生产关系，推进农业农

村各项改革，加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

关键是壮大农业“新六产”，培育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拓宽农民持续增收的新空间

推进农业农村改革

加快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

目前，全省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

地面积的32 . 3%，比2012年提高了20个百

分点，土地经营规模化率达到40%以上

发展农业“新六产”

推进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三链重构”

打造终端型、体验型、循环型、智慧型“四种业态”

目前，全省农业龙头企业达到9400多

家、农民合作社18 . 2万家、家庭农场4 . 8
万家、各类农业服务主体20多万家，均居

全国首位

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到1 . 2万多

家，年营业额突破550亿元，农产品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到420亿元

加快农业提质增效，推进农村各项改革

推进农业农村改革

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以加快农业提质增效为目标，深入推进农村各

项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大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尽快制定农业服务业的

行业标准 统计指标

考核体系

持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培育一批爱

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加快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 ， 探 索 土 地

“三权分置”的

有效实现形式

尽快出台两个

意见，加快8个

国家级和34个省

级试点县的试点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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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土地托管经验

走向全国20多个省份
“在服务农民方面，山东省供销社系统探索了以土地托管

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化服务模式。通过服务规模化逐步推进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从平原地区到丘陵、山区，从粮食等大田作物
到经济作物、果树乃至畜禽饲养、房屋，托管的业务内容也从土
地作业到畜禽饲养作业。”山东省供销合作社主任侯成君说。

据介绍，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土地托管主要形成了包括以
“耕、种、管、收、加、贮、销”一条龙的“保姆式”全托管和两项以上
服务内容的“菜单式”半托管服务两种方式，深受农民欢迎。

2014年4月我省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供销社综合改革4个试
点省份之一，2016年底顺利通过全国供销总社验收、圆满完成试
点任务。经过反复实践探索，我省在平原丘陵地区建设以大田作
物托管服务为主的为农服务中心，形成“3公里土地托管服务
圈”；在山区建设以林果等经济作物托管为主的为农服务中心，
服务半径约6公里，辐射面积约10万亩，大致形成服务圈。

2014年以来，国务院和全国总社先后三次在山东召开现场
会推广我省经验做法，土地托管经验目前已推广到全国20多个
省份。全省土地托管面积已达2429万亩。山东供销社提出，到
2020年建设1500处为农服务中心、实现土地托管服务圈涉农乡
镇全覆盖的目标任务。 （□ 赵洪杰）

把农业“新六产”打造成山东农业新亮点

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山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落实十九大精神，山东正以加快农业提质增效为目标，培育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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