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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邹 城 讯 (通讯员孙
吉 来 马 加 学 牛 永 念)今年
初，邹城市香城镇西洪洋村在
发包果园时没有严格履行合同
集中监管有关程序，部分村民
对此存有异议。香城镇合同监
管中心及时介入，责令严格按
照程序重新竞价发包，为村集
体增收 5 万余元，消除了村民
对村“两委”的意见。

邹城市针对农村村集体经
济合同纠纷不断增多、矛盾多
发的情况，从 2007 年 1 月开
始，在香城镇试点推行并逐步
在全市推广农村经济合同集中
监管制度，把农村经济合同、合

同纠纷纳入依法监管、依法解
决的轨道，走出了一条依法解
决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和农民
问题的新途径，和谐了农村合
同和关系，维护了社会稳定。

农村经济合同集中监管由
镇长(办事处主任)负总责，由
镇级司法所牵头，整合经管、林
业、水利、农业、民政、公安、信
访等部门力量设立镇农村经济
合同监管中心，整合驻村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村
级力量组建村级合同协管员队
伍，肩负指导监督、集中管理、
法律咨询、审查合同、监督履
行、调处纠纷等职能。制度推行

过程中，他们把握关键、控制源
头、监督过程，保证了农村经济
合同的科学规范、合法有效和
严格履行。

邹城市规定，凡是涉及土
地、水库、塘坝、山林、道路
以及四荒承包，集体资产竞价
招标、租赁等方面的经济承包
合同，都必须经过合同监管中
心审核批准，并履行好起草、
上报、审批、签订、备案等基
本程序。凡涉及签订合同的有
关村庄必须举行民主听证。听
证当天，合同监管中心派人参
加，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对
拟定的合同草案作出说明，党

员、村民代表进行讨论，对可
能损害村集体和村民利益的条
款，提出意见和建议。然后，
农村合同监管中心根据当事人
双方的申请和委托，在双方自
愿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起
草各类农村合同，审查双方拟
定的条款，确保双方权利义务
的对等，对内容不规范、不完
善、执行中容易发生纠纷的经
济合同草案进行修改补充，做
到统一审查起草，统一合同文
本，统一合同编号，统一集中
保管，确保了农村合同文本合
法规范。在合同签订时，监管
中心派员参加并召集部分村民

代表出席，保证了经济合同的
合法性、透明性，从源头上防
止了暗箱操作，增强了群众对
村“两委”的信任，减少了干
群矛盾。

为消除已签订合同的隐
患，监管中心对以前签订的合
同逐一审查。凡未履行必要民
主程序，甚至存在暗箱操作，
显失公正，群众意见较大的经
济合同，监管中心作出法律政
策解释，予以解除；凡已履行
民主程序形成发包事实，但缺
乏书面合同的，监管中心指导
补签。

邹城市以完善的监督管理

机制来保证了农村经济合同的
严格履行。农村合同签订后，
监管中心协调公证部门根据合
同双方的申请要求，依法为其
办理见证或公证，为农村合同
的如约履行系上安全带，依法
保护了长期投资的积极性。该
市还成立了由纪委、组织、司
法、民政、经管等部门专业人
员组成的督查小组，通过问卷
调查、走访座谈、查看会议记
录等形式，每季度对村庄合同
执行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对发
现擅自签订合同、变更合同或
其它问题的，严肃追究有关部
门、有关人员的责任。

本报济南 12 月 4 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
财政厅获悉，山东在落实财政部公布取消和
停征 100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基础上，又对
省级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
清理，决定再取消 74 项收费项目。这样，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我省取消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合计达 174 项，占全部收费项
目的 36% ，全省每年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
会负担约 12 亿元。

(杨学良 滕韶华)

省教育厅与莱芜市合作

莱芜将建一所本科高校
本 报 济 南 12 月 4 日 讯 12 月 4 日，省

教育厅与莱芜市政府签订《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共同推进莱芜市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合
作协议》，莱芜城乡教育一体化搭上了“快
车”。

协议约定，省教育厅和莱芜市将在共同
推进城乡教育布局机构改革、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根据协议，省
教育厅将指导莱芜做好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规
划，在莱芜市规划建设一所本科层次的高等
院校。

省教育厅确定莱芜市为深入实施素质教
育、探索“走班制”教学改革试验区，对莱芜推
进素质教育和深化招生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给
予指导和支持。

据了解，今年 10 月，省委、省政府正式批
准莱芜市为“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市”。
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整个改革试点
工作的重要内容。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合作协议》涉及教育工作的若干重要
方面，它的签订将对莱芜搞好改革试点工
作、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
用。 (郝东智)

发改委副主任透露，燃油税费改革—

或于明年元旦起执行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4 日电 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 4 日说：“我个人认为，
明年 1 月 1 日是开始实行成品油价格改革的
最佳时机。”

张晓强是在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
间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11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了成
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决定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张晓强表示，当前是深化
成品油价格改革“非常有利”的时机，希望
改革草案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加以完善后尽
快公布，启动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4
日电 为确保依法维护农
村土地管理制度落到实
处，最高法院 4 日对外发
布的《关于为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
律服务的若干意见》司法
政策性文件中明确要求，
“各级人民法院对改变土
地集体所有性质、改变土
地用途、损害农民土地承
包权益的流转行为，要依
法确认无效。”

《若干意见》规定，
以股份合作形式流转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要着重审
查入股行为是否符合农民
意愿，严防因股份合作导
致农民丧失土地承包经营
权。按照法律规定的征地
用途和目的，“将是否按
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
额对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
予以合理补偿，将是否解
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
房和社会保障等，作为认
定征地行为合法性的重要
依据。”

“加大对侵占耕地刑
事犯罪和违法行为的打击

和制裁力度，为农民对承
包土地享有的占有、使
用、收益权能提供全方位
的司法保护。”最高法院
新闻发言人倪寿明介绍了
人民法院维护农村土地管
理制度的总原则。“人民
法院将以维护农民土地承
包经营各项权益和保持土
地承包关系稳定和长久不
变为核心开展审判和执行
工作，稳定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

 12 月 4 日，一家
企业的负责人正在重庆
农村土地交易所举行的
首场交易会上竞拍。

当日，重庆首个农
村土地交易所正式挂牌
成立。该交易所由重庆

市政府出资成立，系非
营利性事业法人机构，
实 行 现 代 企 业 管 理 模
式 ， 主 要 从 事 地 票 交
易。所谓地票，指包括
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
施 用 地 、 乡 镇 企 业 用

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
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
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
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

(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潺
摄)

取消 174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我省年减轻企业社会负担 12 亿元

高院就确保依法维护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发布文件

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容改变

规范文本 依法签订 严格履行

邹 城 集 中 监 管 农 村 经 济 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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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

前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三鹿奶
粉事件给奶牛养殖业带来的冲击，
是对整个奶业本身存在问题的一种
提前释放和放大爆发。即便没有这
一事件，奶牛养殖业以及整个奶业
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山
东，养牛散户已几近绝迹，蔚然而兴
的是众多的奶牛小区。三鹿奶粉事
件发生后，风波所及，小区内奶户还
是难以幸免。明明进了小区，抱成了
团，“冬天”来了，怎么还是不能“御
寒”呢？奶牛小区的春天在哪里呢？
为此，记者访养殖户，进养殖小区，
问有关专家，写出了《奶业困境中的
自我救赎》组稿，以期对我省的奶业
发展有所启发。

9 月底，沂水县马站镇盛伊奶
牛养殖小区内，有的牛栏已是空空
荡荡。在这个由镇政府扶持起来的

小区，原来的散户集中在一起，共用
一个挤奶厅，各户仍需自己进料、防
疫，卖了牛奶各算各的钱。负责挤奶
厅的老赵表示，现在小区已没有场
长，“2004 年，场长看养奶牛赔钱，
就卖牛不干了，现在，什么事情怎么
做，就是几个养殖大户商量着办。”
老赵说。三鹿风波中，小区发生了倒
奶现象，“一天两吨，就倒在路沟里，
倒了几万斤。”随着地方企业盛能乳
业大规模扩收，倒奶停止了，但奶价
偏低以及未来的发展让小区内的奶
户倍感迷茫，这个负贷一百七八十
万元的小区发展颇为艰难。

奶牛小区的“冬天”仿佛因三鹿
风波突然降临。然而奶户赵茂岐反对
这种观点。赵茂岐在佳宝乳业的前身
济南牧工商公司养过 20 多年的牛，
当过场长，懂技术，可是退休后，他自

己养牛以来，还是赚少赔多。
11 月底，三鹿风波渐平，济南

市历城区遥墙镇大码头奶牛养殖小
区内，赵茂岐翻开账本。自 2002 年
进入小区养殖奶牛以来，他每一笔
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账本显示，几年
来，成绩不容乐观，2004 年，他赔了
10 万元；2005 年，他赔了 9 . 5 万
元。随之，他的奶牛数量从 2003 年
的 89 头减少到现在的 55 头。赵茂
岐感叹，奶价低，成本高。他所在的
小区，也是由散户松散集合而成，各
养各的牛。共用的挤奶厅由维维乳
业投建，当初双方合同约定，15 年
内，小区只能供奶维维。

章丘市高官寨镇素称“山东奶
牛第一镇”，当地罗家、位华林等村
养牛农户甚至高达 70%。孟现堂就
是位华林村的一位奶牛养殖户。现

在养牛形势不太好，他说，有奶牛养
殖户感觉小区不大行，退出了小区，
还是各干各的。“也有的小区尝试统
一进料统一管理。”孟现堂说。身为
为数不多的散户之一，他还在观望
具体效果会怎么样。据了解，当地开
始统一管理运作，多源于小区奶户
自发组织。

高官寨镇奶业合作社的一位负
责人表示，他并未听说过有奶牛养
殖户退出小区“单干”，规模化养
殖是奶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会
继续鼓励小区建设、引导散户集
中。

奶农被重重撞了一下腰
—奶业困境中的自我救赎(上)

本报记者 王德贞 段新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