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7日 星期三 第75期

热线电话：18663456011 Email：274549578@qq.com

□ 责任编辑 刘田

电话：（0531）85193837

扫描二维
码，在网页
中打开并下
载，轻松安
装新锐大众
客户端，看
莱芜新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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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张鸿儒 张茜 刘坤

莱芜地势呈向西开口的簸箕形，东、南、北三面被群山

环绕，造就了汶水西流的独特风景，也滋润出了泰莱平原上

莱芜西部这片最肥沃的土地。

从莱芜市区驱车向西30分钟，便到达与泰安接壤的农高

区寨里镇。坐落于寨里镇的肃然山是农高区唯一的一座山，

当年汉武帝东巡，在此依礼祭地，成语“肃然起敬”便来源

于此。深秋时节，登高远眺，绿油油的田野里，姜农收姜的

繁忙景象尽收眼底。

寨里镇有山有水，全镇48个村共有耕地6万余亩，是典

型的传统型农业镇。在以粮为纲、农业税尚未取消的年代，

寨里镇一个村缴纳的公粮比莱芜其他乡（镇）还多，农业发

展一度走在全国前列。然而，曾经的辉煌因为农业税的取

消，以及不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经济发展一蹶不振。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让寨里镇看到了希望。农业

是寨里镇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

产资料，是农民的命根子。

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工业

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一家一户的

小生产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制约着农村经济

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处理好人地关系，解开土地这个扣，做足做活农村宅基

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耕地等“三块地”的文章，寨

里镇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展开一幅

乡村振兴的壮丽蓝图。

“土地除了承载传统的乡土文明外，还具有巨大的社会

保障功能。寨里镇通过合村并居、统一居住，实现土地流

转，整合土地，统一规划产业，做活土地文章。土地活了，

经济也就发展了，乡村振兴就有了盼头。”农高区党工委书

记周光学说。

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农高区寨里镇———

做足做活“三块地”的文章③

8月26日，寨里镇后枯河村村民张红军天没亮就赶去村
委签搬迁协议，他到时，前面已经有19个小板凳在排着
了。后枯河村按全镇规划，集中实施搬迁改造，全村413户
1036人将全部搬迁至4公里外的公王庄村。

说到为什么搬迁，后枯河村村民打开了话匣子：“这
房子没法住了，村里先后多处房屋被地下水淹没。”“老
头子晚上都不敢在家里睡了，5间房塌陷了3间。”

3年前，后枯河村同镇上其他4个村列入岩溶塌陷村名
单。村里不能再建房子了，可这么多村民去哪儿住呢？

在几次外出考察后，江苏睢宁县的成功做法让寨里镇
找到了门路。睢宁全县近80万群众生活在农村，由于众多
废弃房，使得大量的闲置房屋、土地成了“沉睡的资
源”。2015年，睢宁通过实施“全域规划”，将全县400个
行政村、2800多个自然村，优化调整为232个集中居住区，
迄今已累计建设46个，“十三五”期间计划建成100个。

寨里镇决定统一规划，将先期搬迁的8个村全部迁至适
宜居住的公王庄村，建集中居住区。

为何要走这步棋？寨里镇党委书记吕爱武说，全镇近6

万人在农村，多数村庄布局散乱，基础设施配套缺乏，更
有一些旧房土房存在安全隐患，加之塌陷区、空心村现象
愈加常见。“一方面，农民群众有了改善居住环境、提高
生活品质的新需求；另一方面，农村里大量闲置的房屋、
土地资源亟须唤醒盘活。在建设模式上，采取异地安置，
实现‘双增模式’。”

按照测算，安置村和被安置村按1:1 . 2的比例进行土地
置换，安置村和被安置村均实现了土地面积的增加。

以被安置的后枯河村和安置的公王庄村为例。后枯河
村居住占地256亩，重新安置到公王庄村后需用宅基地50亩
地，后枯河村需要拿出60亩地去置换安置区公王庄村的50
亩地用于建设安置区。最终，公王庄村多得了10亩地，后
枯河村拆除的256亩地减去60亩的安置用地，复垦后实际增
加了196亩耕地。经计算，8个村集中居住后，安置区占地
仅850亩。

当村里传出搬迁改造的动议时，53岁的张红军及部分
村民眼看拿不到搬迁费，坚决反对：“政府不用管我以后
生活有没有着落，要把拆迁的钱一次性给我们。”

而寨里镇党委的眼光更长远。“如果按征地补偿的
方式，对于政府来说最简单，把地征过来，把钱付给农
户就行了，政府工作也好做。”吕爱武说，“但是，农
民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这代人把地卖光了，吃光用净
之后，后代人靠什么生活？建集中居住区前提要确保农
民不失地。”

怎样保证村民不失地还能实现增值增收？寨里镇分管
国土的副镇长王海波道出了寨里镇的思路：“土地本身有
一个增值的过程，土地的补偿价格会越来越高，农民手里
有了更多的土地，可以置换成二、三产业用地，由镇级组
织统一开发经营。村民拿到土地流转费的同时还可以打工
再挣钱，既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又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在党委、政府耐心地解释下，张红军和其他村民逐渐

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全镇农民几乎全靠种姜蒜养家，收成

好了多赚点，收成不好本钱都收不回来。50岁以上的人再

过几年就种不了地了，50岁以下的青壮年大部分都不会种

地，均选择在外打工；不种地，地又赁不出去，荒地多年

的户家不在少数。这样看，村民有没有土地看似问题不

大。但如果土地有了流转，规模化种植，有了土地就有了

话语权，也就有了今后生活的保障。

集中居住区的建设，资源集约使用，农村环境发生质

的改变。路网、绿化、供电、通信、给排水、污水处理等

基础设施，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文化广场

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做饭用的是燃气，卫生间用的

是抽水马桶，出门是成片的绿地，还能上班种地。

“俺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更体面地生活。”想通这一

层，张红军和8个村的村民已经开始憧憬搬进新家的新生活

了。未来5年，全镇将建成9个这样的集中居住区。

霜降到来之际，行走在寨里镇田间地头，处处能感受
到“生姜之乡”的气息。竹叶般的绿叶下，寨里镇水北东
村村民马永吉刨了一株生姜，轻轻抖掉泥土后，露出了黄
澄澄的根茎。

这块3亩大小的自留地，原来由马永吉自己种，现在则
由农高区科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管理种植。而在这之
前，这块地流转过两次，撂荒了两次。

2015年，马永吉和村民响应村里的号召，把土地流转
给泰安的一位客商，种植绿化苗木。然而两年下来，客商
亏本跑路，土地荒在那里，承诺的土地流转费也成了一纸
空文。

2017年，马永吉和邻村的地再次流转给莱芜远洋果蔬
有限公司。该公司掌握“秸秆生物反应堆”专利技术，发
展规模化种植。没想到，粉碎秸秆颗粒细小程度要想达到
实验室水平，成本要高出好几倍。一年下来，公司投入上
千万元，却连成本都没保住，马永吉的地再次撂荒。

两次撂荒，不仅没有带来经济效益，还伤害了农民的
感情。

土地流转不能“一转了之”。这其中的关键是解决谁
来种地的问题。为此，农高区专门成立了科源这个平台公
司，由科源来统一接手流转来的土地。

今年，寨里镇在公家庄、郝家沟、水北东等村再次向

村民发出了土地流转的号召。与以往不同，村民以1500元每
亩的价格把土地流转给科源公司，保证村民的利益不受损。

在地头上，马永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家3亩地，一
年的流转费4500元，每年为公司种植的小黄姜除草，一年
下来还能拿到12000元左右的工钱。

在科源公司办公室里，一张寨里镇的航拍图摆在显眼
位置。总经理吴承哲指着用红线标注的位置告诉记者，今
年流转了全镇的1800亩土地，“但是，我们流转土地却不
主要种地。”

这样的说法引起记者的好奇。吴承哲解释，科源公司
有着政府的信誉，村民相信政府，无论谁来种地，亏谁也
不会亏村民。“而我们要做的是把产业规划搞好，用规划
来吸引投资商。这样，变农民被动流转，为政府和农民一
起主动挑选投资商，效果大不一样。”

在寨里镇的规划里，记者看到未来的两大支柱产业园
区。一是以生姜种植为主衍生出来的健康食品谷，另一个
是以桑蚕种植为依托的桑蚕特色小镇。

看到桑蚕特色小镇的规划，苏州大学丝绸研究院和广
东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院分别找上门来。经过比较后，

科源公司最终确定与广东这家研究院合作，计划把1800亩
土地交给研究院来运作管理。“我们认为，他们能给当地
的农业带来先进的理念、技术、资金和销售渠道。”吴承
哲说。

土地流转，政府平台过一次手。“别小看这一次过
手，意义重大。”寨里镇党委书记吕爱武说。企业进入农
业，不是代替农民做农业，而是带领农民发展农业。通过
统一的规划布局，寨里镇将特色农产品与农字头企业对
接，建立起精深加工。最终，企业获利，更让农民获得更
大的红利。

一系列特色农业种植的规划，让各村的党支部书记也
动了心，更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目前，寨里镇薛家埠正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大规划下筹划自己的小规划，将村集体
的土地用来建大棚搞采摘旅游，把村中空余房子做民宿，
以村民的资源做“份子”参与到发展中来，再次让村民享
受村集体的红利。

“一转了之”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村民的“一走
了之”。

农高区一家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告诉我们，土地流转给

合作社后，看似村民多了合作社分红、打工收入和土地流
转费。但细算下来，大多数合作社基本没有分红，每个人
平均一年下来最多能有半年的打工时间，土地流转费分到
每个人头上也就几百块钱。农民的收入遇到“天花板”，
不如到城里打工挣得多。

村民“一走了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初衷背道而
驰。如何解决农民收入封顶的现象，让农民真正在自己的
土地上奔小康？

这一难题同样在寨里镇创造性地得以解决。
在寨里镇政府，工作人员正在细化与农民签订的土地

流转协议。协议中的一个保底条款，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年后，企业每年拿出纯利润的15%为村民分红。”

这个保底条款，打开了土地无限增值的空间，让农民
真正地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中来。吕爱武说，未来让农民真
正富裕起来，关键在于农民和企业要成为利益共同体。土
地流转过程中，只有土地转让方和受让方成为利益共同
体，更均衡地分配土地红利，才能真正帮助农民增收，人
口和劳动力才能持久地向乡村流动。这正是这条保底条款
的意义所在。

“之前我还愁着等哪一天自己连除草的活儿都干不动
了，靠什么养活自己呢？这下心里有底了。光想想就觉得
高兴！”马永吉说。

农民唯一能够依赖的是土地，而挖掘和利用农业的多
种功能，形成农村“聚富效应”，也要靠土地。

做活土地文章，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
寨里镇深刻领悟到了这一道理。在实践中，他们充分

利用现有政策，统一调配土地资源，通过合村并居、土地流
转、产业规划三步棋，让广大农民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希望。

今年4月份，科源公司在寨里镇尝试着从农民手中流转
的400亩土地上种植小黄姜，如今已经收获了1000吨。按
说，这些姜在市场上一出手，也有几百万元的收入。但是
总经理吴承哲说，一斤也不卖。

之所以这样有底气，是因为他们9月份的北京之行。在
北京，科源公司和中粮集团营养食品研究院达成协议，利
用他们生产的小黄姜提取姜黄素，而100克小黄姜里就可以
提取价值70元的姜黄素。

这让吴承哲他们看到了农业的巨大潜力。如果固守于
第一产业，农副产品形成不了工业化商品，富不了财政，
也富不了农民。而冲出这个围墙，引进第二产业，形成农
业和工业的融合发展，农业才会爆发出巨大的财富效应。

要做到这一点，一般的思路是顺着一产找二产，本地
生产什么就去吸引相关的加工企业来落地。而寨里镇不是
这样。他们提出，以二产为龙头，用二产倒逼一产，在市
场的引导下，促使农业种植模式的变革。

正在建设中的健康食品谷产业园正是这么来的。
健康食品谷规划之初，农高区党工委就明确提出，我

们只和国内顶尖的科研资源合作。通过他们的努力，科技

部、农科院、中粮集团等国字号部委院所的科研成果在产
业园开花结果。产业园先后吸引了干态面膜、黑色食品加
工、牛乳免疫蛋白生产等国内稀缺项目进驻，统一流转来
的土地成了这些项目的生产基地。“每亩地释放出的收益
达到2000万元以上。”吕爱武说。

围绕工业产品来种植农作物，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
一条可借鉴、可复制之路。

在寨里镇，除健康食品谷、桑蚕特色小镇建设走向正
轨外，已经规划好的十里花卉港、中华美德园项目也得到
投资商的青睐。“以二产带动一产，利用一产发展三产，
以后的寨里镇的农业将真正实现种、加、销、游四环联
动。”吕爱武告诉记者。

说起规划的重要性，吕爱武说：“企业逐利，对于流
转来的土地究竟种什么往往缺乏深层次思考，所以说，单
纯依赖工商资本下乡是徒劳的。这时，政府就要插手。而
插手的不是具体项目，而是产业规划。”

对于产业规划的内容，挖掘土地功能是根本。寨里镇
通过统一流转土地，“有形的手”紧紧牵住“无形的
手”，政府和农民在土地上有了话语权，土地真正地变为资
源，成为财富。相应地，农村的劳动力变成宝贵的资本。

寨里镇规划的不仅仅是产业，合村并居更是一次对乡
村生活环境的大规划。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各地曾出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
动。在这一进程中，既出现过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
村改造、小城镇化等概念，也出现过“村改社”“宅基地
换房”“土地换社保”的做法。然而不少地方出现的问题
是，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上楼”。

而寨里镇的合村并居，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的同时，
确保了农民手中的土地不失反增。“寨里镇的合村并居，
是让村民享受城里人同样的生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返
乡，回归农村，建设自己的家园。”周光学说。

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通过做活土
地文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环境差距，寨里镇找到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
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
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为农村发
展二产打开了大门。

为此，寨里镇的同志建议，有的土地政策需要全省这
个层面来顶层设计，我省能不能建立一个省级建设用地交
易中心？通过这个交易中心，让全省的建设用地指标流转
起来，解决各地用地不均衡的状况。“这样，既可以解决
有的地方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又可以让土地富余的地方
转让快捷，解决乡村振兴资金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围绕土地这个核心，经历的
第一次动能转换，是“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
行，使家庭能量得以充分释放，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形
成农村劳动力的大流动。而眼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下，正在酝酿的第二次新旧动能转换，是“合”，让以土
地为基本要素的各方要素力量集合起来，通过促进生产方
式的改变，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以此带来农村“聚变”。这
需要省级层面的统筹设计，更需要基层主动作为，勇敢担当。

这正是寨里镇乡村振兴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

集中居住，前提是确保农民不失地

土地流转，要防不计后果“一转了之”

二产倒逼一产 挖掘土地功能

图①：深秋时节，从肃然山上俯瞰寨里镇。
图②：寨里镇工作人员在后枯河村测量危房面积。
图③：寨里镇食品谷干态面膜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施工。
图④：寨里镇公王庄村村民张成信收获生姜。

□高留声 报道

①

②

③

④


	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