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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沭讯 ( 通讯员史佩升
何宗骞 ) “现在村里有多少‘家

底’，我们都一清二楚，‘三资’
管 理 让 俺 老 百 姓 有 了 一 个 明 白
账。”近日，蛟龙镇前塘村居民袁
堂广在查阅“村财务公示”后高兴
地说。农村的资产、资源、资金统
称“三资”。临沭县创新“三资”
管理机制，打造“产权明晰化、组
织网络化、操作程序化、运作阳光
化、监督多元化”的立体监管格
局，被农业部认定为首批“全国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
拓宽平台，创新“三资”监管

模式。该县在全市率先推行农村会
计委托代理制，县里依托农经中心
建立“农村财务网络监控中心”，
各镇街依托经管站建立“农村财务
管理服务中心”，为所辖村居代管
资金、账据、合同，全面实现电算
化记账。县监控中心与各镇街联
网，远程监控“村账镇管”情况，
每月按时接收汇总各地财务数据，
发现记账不及时、核算不正确、开

支不合理等问题及时督促、指正。
目前，该平台共监管村集体资金
8 7 6 0 余万元、账据 2 5 0 0 余套、合
同 15 万份。

坚持“三公开”，促进“三
资”透明运行。该县一是坚持公开
栏固定公开，按月在镇、村公开栏
内对村级财务进行双向公开。二是
借助电子屏即时公开。三是同步推
行网络公开，开通“临沭县农村财
务网上公开查询系统”，按月发布
农村财务公开的内容。

完善制度，规范“三资”管理程
序。该县健全《临沭县农村财务管理
制度》，建立县镇村三级土地流转的

“有形市场”，成立临沭县农村土地
流转平台和网站。先后出台《临沭县
农村集体“三资”规范管理办法》、

《临沭县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招投标
管理办法》，同时建立健全定期清
查、资产资源评估及经营等制度，促
进了“三资”管理的规范化。

多方监督，确保“三资”管理
到位。村级实行民主监督，充分发

挥村务监督委员会职能，联合村理
财小组等力量，监督“三资”经
营、使用、管理；镇街实行审查监
督，截至目前，共纠正不规范记账
1 5 7 次，责令退回不合理开支 3 9

笔，制止不良举债 6 起。县级实行
责任追究。对不认真落实“三资”
管理制度及侵占、挪用、私分、挥
霍、任意处置集体“三资”的，按
照《关于违反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
源管理规定责任追究办法》等严肃
处理。

产权明晰化、组织网络化、操作程序化、运作阳光化、监督多元化

临沭成首批农村“三资”管理示范县

本报济南讯 (见习记者马
磊 通讯员张磊)“自繁自育是
未来规模化肉牛养殖的方向，但
起步太难了！肉牛繁育期长，投
入大，真希望有相应的扶持政
策。” 12 月 20 日，济阳县仁风
镇联营肉牛养殖场经理张贞利告
诉记者。

2008 年，张贞利开始创业
养牛。前几年效益不错，存栏的
170 多头育肥肉牛每年能为他带
来 20 多万元的收益。但这几年
由于省内牛源短缺，养殖场经营
开始走下坡路。

“犊牛比以前贵了很多，一
头 5 0 0斤左右的架子牛要 7 5 0 0

元，育肥需要 8 个月，出栏肉牛
一头能卖 14000 元，利润才 500

多元，很薄。”张贞利说。
张贞利过去购买犊牛都是在

省内，近几年由于省内牛源短
缺，只能去东北购买。每头牛要
增加将近300元的运输费，而且
由于长途运输，平均50头牛从东
北运过来就得死两三头。

为此，张贞利想到了自繁自
育。“养殖场拥有一定数量的存
栏繁育母牛，可以降低整体的养
殖成本。但难在起步阶段。”张
贞利说。

张贞利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每头母牛犊约 6500 元，从饲养到
产牛犊需要 18 个月的时间，所需
饲养费用约 4200 元，如果购进
100 头母牛犊用来做繁育母牛，
大约需要资金170多万元。

“从购买母犊牛到育肥牛出
栏需要将近 3年时间，投资很
大。如果没有政策扶持，贷款对
于一般的养殖户很难。”张贞利
说。

仁风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李孝
敬介绍说，仁风镇过去是肉牛养
殖大镇，2004年全镇肉牛存栏量
3万头以上，现在存栏量已经不
足8000头了。散户由于利润薄不
断退出。奶牛、生猪等其它畜产
品繁育阶段都有相应的政策补
贴，但是在肉牛养殖上没有。肉
牛繁育阶段是一个薄弱环节，如
果有一定的政策扶持，会帮助养
殖户解决前期投资大的问题。

肉牛自繁缺资金，
养殖户盼政策扶持

1 2 月 1 3 日，青州市与中信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框架协议，推
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计划，
信托期限 10 年，一期将流转青州市
南小王晟丰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
1850 亩土地，这是山东省首单土地
经营权流转信托。

不改变农业用途，

赋予土地金融属性

土地流转信托是指在不改变农
村土地农业用途以及坚持集体所有
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不变的前
提下，农村土地承包人基于对受托
人( 信托机构) 的信任，将其承包的
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信托给受
托人，由其利用专业规划经营管理
或使用，土地收益归受益人所有的
一种土地流转创新方式。

“它主要改变了土地运作模
式，由原来自发的、带有地方行政
姻合的模式转变为金融模式。”中

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蒲坚介
绍，土地流转信托不仅改变了传统
的土地流转方式，还赋予了土地金
融属性。

解决发展中的融资难

风险由受托方承担

“这种模式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解 决 了 农 业 发 展 中 的 融 资 难 问
题。”青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吴国兴
说。据青州市南小王晟丰合作社理
事长孙国贞介绍，合作社流转的土
地主要搞大棚蔬菜种植，前期大棚
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大量资金基
本靠贷款，但以前土地经营权在银
行不能担保、抵押，贷款也不容
易。“建一个棚要 10 多万元，虽然
也得到政府帮助，但是后续发展资
金还是跟不上。”据了解，中信信
托在合作的前两年将不对合作社收
取任何投资回报。

“原来风险自己担，赚了钱给

社员，赔了合作社顶着。”孙国贞
说，合作社一直期待能减小或转移
风险，这次与中信信托合作，自然
灾害以及市场化运作的风险将由受
托方中信信托承担，农民不再需要
承担太多风险。

农民实惠多

“地租”将提前兑现

伴随着经营问题地解决，土地
流转信托化带给农民的实惠也渐渐
浮出水面。“现在合作社里每股(一
亩一股)每年享受 926 斤小麦的固定
收入( 按每年 6 月 2 0 日的小麦市场
价格兑付现金)，年底时，合作社按
比例提取总收益 1 0 % 的公积金、
5 % 的公益金后，再根据股份将剩
余的 85% 进行二次分红，”孙国贞
高兴地说，“合作社今年分红达到
1 5 0 0 元/股，明年预计将会上升到
1800 元/股。”

土地流转信托化的好处是全方

位的，其中带给土地深刻变化的金
融服务是重头戏。“化肥、农药的
购买现金会直接给农资企业，减少
中间环节和消耗；另外中信方面还
会提前把几年的‘地租’一块给老
百 姓 ， 让 老 百 姓 手 里 有 钱 搞 发
展。”吴国兴说，金融服务主要针
对土地经营者，包括直接的基础建
设投资和贷款利息方面的优惠。

据了解，中信信托准备将信托
流转土地项目打造为现代农业种植
基地，选取了青州市南小王融和种
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作为该项目的
服务商。“联合社由农机、技术、
土地、蔬菜等5家专业合作社组成，
我们是其中一家，”孙国贞说，
“明年我们就要建物联网了，建好
后将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如果能够在青州试验成功，
希望能在山东加以推广。”蒲坚
称，中信信托首期与青州签约 1850

亩，预期总规模将达到 1 万亩。

山东首单土地经营权流转信托落户青州
农村土地使用权变身金融资产进入市场，农民成“股东”

见习记者 祝超群 本报通讯员 王新杰 潘伟

近日，杨振杰和杨振刚一大
早就赶到本报编辑部，告诉记
者，他们打工的青岛安洲商贸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连强早早为他们
订了机票，让他们从呼和浩特坐
飞机回家。

杨振杰是平度市崔召镇北杨
庄人，常年带着 20 多口人在外
干建筑。今年冬天来得早，十一
月份呼和浩特工地就陆续不能干
活了。杨振杰把工地上的事情安
排妥当，打算带着兄弟们回到平
度老家过年。让他们意外的是，
公司得知消息后，特意安排他们
坐飞机回家。“ 20 多人，机票
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杨振杰
说，知道了这个消息，兄弟们很
兴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第
一次坐飞机呢！ 11 月 28 日，一
行人抵达青岛机场，并合影留
念。

(唐峰 摄)

平度农民工坐飞机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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