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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涌
入城镇，部分农民在城市定居工作
或转为城市居民，直接放大了农村
宅基地的闲置量，造成土地资源的
极大浪费。面对大量的闲置宅基
地，许多村干部正焦急等待宅基地
管理体系的完善。

135户小村

近半宅基地空置

1月13日，记者来到章丘市文
祖镇黄露泉村时，60岁的村民李孝
敏正在拆房顶。房顶的草被一层层
掀翻在地，卷起阵阵尘土。

这是李孝敏父母的宅子。早在
十多年前，父母就搬到了在村庄西
北坡的李孝敏家，老宅子一直闲着
没人住。

在这处老宅子周围，还挺立着
七八处破败的宅子。“都是些没人
住的老宅子，原来的时候家里孩子
多，住不开了就出去盖个屋。现在年
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宅子就闲起来
了。”黄露泉村村支书李玉英说。

李玉英告诉记者，黄露泉村共
135户、384口人，村子三面环山，
进出只有一条蜿蜒的公路。没有学
校、诊所，导致现在很多家庭搬出
去住，村里近一半的宅子都处于闲
置状态。

不光是老宅子闲着，连装修一

新的婚房也有不少闲置的。2014年9

月，黄露泉村村民李成强要娶媳
妇，把家里的宅子重新装修了一
遍。婚后夫妻二人在章丘市上班，
并在市里买了套房子，父母也到淄
博打工去了。

黄露泉村驻村“第一书记”来
自济南市环保局，名叫李计珍。李
计珍说，来到这儿后，整天琢磨如
何带领村民致富。看到村里有大量
的闲置宅基地，李计珍就想在这上
面做文章。

但宅基地的租赁或入股让李计
珍有些困惑。“政策上目前还不允许
宅基地流转，但老百姓存在流转的
需求，目前不知道咋办。”李计珍说。

本村村民之间

私下流转

李计珍还在盘算的时候，在禹
城市李屯乡坡吴村，就有了先行
者。坡吴村有700多口人，外出打
工人数在200人左右，闲置宅基地
近1/3。

早在十多年前，村支书马成砚
就在石屯乡租了3间沿街房，从事机
械加工业。2009年，租的房子要拆
迁，马成砚只得另找地方。“当时
我去市工业园里问了下，租赁费太
高了。”

村民马成斌常年在外打工，老

宅子闲着。两人一合计，马成砚以
3500元/年的费用租下了这处宅子。

坡吴村村委会办公场所也是租
的村民宅子。“村里现在不是耕地
就是宅基地，全都被分光了，找不
到地方建办公场所。”马成砚说，
“租赁村民闲置宅基地，村里有了
办公的地方，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些
额外收入。”

宅基地流转有望

打破“合理不合法”

对于闲置宅基地的利用，李计
珍有些初步打算：“我们村闲着的宅
基地分三个档次。一类条件较好的，
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村里准备租过
来或者村民入股办农家乐；一类条
件较差的，完全破旧、没法继续使用
的宅基地，建养殖基地；还有一类是
条件中等，做农家乐不够档次、搞养
殖又有点浪费，准备改成家庭作坊，
给老百姓提供些就业机会。”

“目前的政策是不允许宅基地
流转，但也没规定怎么利用。很多
村庄闲置着大量宅基地，不能有效
利用是不合理的。国家已经在进行
这方面的试点，试点宅基地有偿退
出、有偿流转。”山东省农业专家
顾问团农经分团副团长刘同理说，
“政策制定的同时，也应建立起规
范的农村宅基地市场，依法合理流
转。”

刘同理告诉记者，闲置宅基地
的面积难以统计，但根据以往的调
研数据来看，闲置比例在20%到30%

之间。“跟耕地有所不同，宅基地
的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老百姓认
为宅基地就是他的，流转起来会更
容易些。”刘同理说。

“如果可以租给外边的人，利
用率可能会更高些。如果可以将宅
基地的使用权拿出来交易，闲置的
宅基地也就盘活了。未来如何操
作，还是得等待政策的信号。”李
计珍最后说。

当下，不少新农村社区正在如
火如荼地建设中，并且建设前有了
专门的规划。但在那些没有上楼计
划的村庄，盖房缺少统一标准，房
屋越盖越高，造成不小的浪费。

在无棣县棣丰街道李白杨村，
村支书张朝晖就因为村民盖房犯了
愁。“我们村的房子大部分都是翻
盖，面积还是原来的面积，但高度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让人头疼。
一眼看过去，有高有低。”张朝晖
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
的房屋越盖越高。当时也没人管这

块，渐渐形成了一种攀比风气，浪
费严重。”

以张朝晖自己为例。2008年，
张朝晖的老房子翻新，邻居家新盖
房子的地基高出一大截，弄得他也
不得不垫地基。“为了垫地基，我
用了2万块砖。下边垫得这么高，
都快赶上盖个二层小楼了。”张朝
晖说。

高地基的现象，在很多村庄都
存在。“考虑到下雨存水的问题，
新盖的房子地基一般都比较高。”
临朐县城关街道丁家路口村村支书

杜连波说，“你的房高了，我的得
比你的还高，村民一般觉得这样才
能过得比别人好。因为这些，村民
之间常闹矛盾。”

不光是地基高，房屋本身也存
在过高的问题。“有的房子从地上
到天花板都将近4米，换个灯泡都
费 事 ， 这 样 的 高 度 完 全 没 有 必
要。”张朝晖说。后来，张朝晖跟
村民定了个规矩：以靠主路边房屋
高度为限，新盖房屋不能超过这个
高度。“我们还叫来镇规划站帮忙
监督。”张朝晖说。

而丁家路口村，更是将农村盖
房整体规划落到纸面上了。杜连波
介绍说，丁家路口村地势西高东
低，东边是一条河。村里规定每五
户占一排，房屋占地面积、高矮都
一样，往东一排房屋高度降2 0厘
米，以便排水。“我们村制定了
《丁家路口村规划实施细则》，得
到了村民的认可。”杜连波说。

规划实施30多年来，丁家路口
村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房屋
整齐划一，下雨不怕被淹，村民也
不会因此发生纠纷了。

◎农村闲置宅基地调查·现状篇

竞相攀比，农村房屋越盖越高
不仅造成浪费，还引发诸多邻里纠纷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马春新

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大量破败老宅占着地没收益

农村闲置宅基地亟待盘活重生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马春新

编者按 门窗紧锁，锁住
一处院落，房塌墙倒，不见人
的身影。行走在乡间，这种情景
不时映入眼帘。随着大量农村人
口涌入城镇，农村闲置宅基地问
题突出，村中老宅荒废导致很多
村成了“空心村”，土地浪费严重。

空置宅基地如何盘活？实

践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待解？
近日，本报记者历时半个多
月，奔赴滨州、济南、淄博、
聊城等地，就农村宅基地的现
状及相关问题展开了实地调
查，推出“农村闲置宅基地调
查”这组报道，希望能引起社
会的关注。

农村破败的闲置宅基地，不仅影响村容村貌，土地浪费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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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闲置宅基地，
换回百亩复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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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时间，
1000多处危房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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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地渐成
村集体增收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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