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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海岸绿起来

在广东省电白县博贺镇月牙湾畔，大
片平坦的沙滩背后，一排排高大的树林沿
着海岸线延伸，一幢幢农居就掩映在这宽
达200米的树林后。“这些防护林消减了海
上风暴的大部分威力。”电白县林业局营林
股股长邓水波说，过去每次台风都会造成
严重损失，“现在日趋完备的海防林改变了
这里的面貌”。

电白县是广东省有名的沙区，每年都
有一两次台风从海上刮来。每遇台风，沙
尘遮天蔽日，淹没村庄、农田。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当地就建起了我国第一条沿海防
护林，但此后进展一直不大。从2007年开
始，随着沿海防护林工程建设力度加大，电
白县海防林建设揭开新篇章，防护林从当
初的20.8公里增长到 60 多公里，6 万多亩
农田在林带的保护下摆脱了风沙威胁，
4000 多亩被风沙掩埋的农田全部复耕。
广东省林业厅厅长张育文说，在广东，沿
海防护林建设迄今已建成“山、海、路、田、
城”相连、长 2796.6 公里的防护林体系框
架，成为沿海地区防御自然灾害的重要生
态屏障。

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建设工程。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我国大陆海岸线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
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仑口，全长 18340 公
里。长期以来，由于受地理位置和自然条
件等因素影响，台风、风暴潮、暴雨、洪涝、
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频发。上世纪80年

代末，我国启动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
期工程，2001 年，在一期工程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的基础上，规划启动了二期工程。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又调整了规划
期限，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二期工程期
限延长至 2015 年，同时建设范围扩大到
344个县，由海岸逐步向内陆区延伸，使建
设内容更加丰富。

让绿海岸富起来

在广西合浦县党江镇渔江村的海堤
上，55岁的护林员莫逢权说，他当了8年红
树林护林员，眼前的红树林就是在他的眼皮
下一天天恢复、生长、壮大的。北海市林业
局营林科科长邹嫦告诉记者，经过10年努
力，北海红树林总面积由1999年的3386.9
公顷增加到 2009 年的 4502 公顷，净增长
1115.1公顷，增长了32.9%。沿海防护林和
红树林生态体系的逐步完善，使北海市生态
状况进一步改善，2013年9月，北海市被评
选为十大“最中国生态名城”。

红树林是一种独特的森林植物类型，
被称为“海岸卫士”，它的恢复增长是生态
效益扩大的明显标志。我国红树林资源主
要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 4省区，
到 2010 年已达 2.99 万公顷，年防护价值
50多亿元。与红树林的恢复扩展相伴随，
我国沿海森林资源不断增长，涵养水源、保
护基础设施的功能也逐步提高。

在辽宁省，2000 公里海防林基本合
拢；在广东江门市，沿海防护林体系已基本
形成，红树林由 2003 年的 7808 亩扩大到

了 2 万多亩；在浙江萧山区，从 2009 年开
始建起沿钱塘江一线长达53.5公里的沿海
防护林基干林带，如今已经绿树成荫。据
国家林业局介绍，海防林工程已建设完成
基干林带1.3万公里，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大幅减少了 94.4 万公顷，农作物受灾面积
减少了45.84万公顷。

海防林建设提高了生态防护功能，
也推动了林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辽宁省绥中县林业局介绍，
当地林业总产值由2005年的5.6亿元增加
到2010年的12.6亿元，5年间增加了7亿
元；盘锦市“十一五”期间新增沿海防
护林 5.4 万亩，大多以栽植速生杨树为
主，成材后按现行市场价格测算，可实
现产值近 1.5 亿元。天津市静海县林业局
干部说，海防林建设让农民在林下挖出
了“金疙瘩”，如今静海县枣树种植面积
已近 1.4 万公顷，年产鲜枣 3 万吨，种植
面积在千亩以上的专业村就有 14 个。国
家林业局资料显示，2010 年海防林工程
区林业总产值达 1305.5 亿元，占农业总
产值的13.4%。

福建省长乐市梅花镇鸟嘴海滩地处风
口，沙丘流动性大，土壤干旱贫瘠，盐碱度
高，造林很难。当地通过考察与反复论证，
2012年在全省率先引进以色列滴灌技术，
并通过与技术人员合作因地制宜形成了两
套滴灌技术。长乐市沿海基干林带建设管
理处主任刘航星说，一年前这里方圆数十
亩还是荒沙一片，现在郁郁葱葱的木麻黄
树都已经长到拳头粗，手拉手、根连根，在
沙地上筑起了“绿色长城”。

让绿色产业壮大起来

科学规划和严格管理是海防林建设的
保证。辽宁省推行营造林项目招投标制、项
目法人责任制、施工监理制和投资报账制

“四制”管理法，使各责任单位形成了质量
链条上的共同体。山东省沿海各地先后出
台文件，对工程的建设目标、任务、重点等
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加强考核监督。威
海市要求，市、县、乡镇三级财政按照3∶4∶3
的比例，对退耕还林实行以奖代补，对营造
丰产林集中连片 33.3 公顷以上的，每亩一
次性奖励 120 元。与 5 年前相比，山东省沿
海地区森林面积增加 22.1 万公顷，达到
12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0.1%。

在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海防林工程
面临的难题也不少。国家林业局专家认
为，目前一些地方存在为了短期利益在沿
海防护林范围内毁林开矿、挖沙取土等现
象，退塘还林难度也很大，同时资金投入不
足难以满足工程建设需要。调整后的二期
工程规划范围包括辽宁、河北、福建、海南
等沿海 11 个省区市和大连、青岛等 5 个计
划单列市中的 261 个县区市，工程按照以
红树林为主的消浪林建设、海岸基干林带
建设、纵深防护林建设和科技支撑体系建
设为内容，确保沿海地区建成生态功能稳
定、防灾减灾效果显著的生态防护林体
系。到2015年，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将达
到 37.3%，基干林带达标率 92.3%，红树林
回复率 95.1%，农田林网控制率 85%，村屯
绿化率90%。

林业生态修复工程纵深行

万 里 海 疆 万 里 绿
本报记者 瞿长福

提要 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是加强沿海生态防护功能的重大修复工程，也是沿海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程自上

世纪80年代末启动，已实施两期，工程建设范围涉及11个省份的344个县。在沿海地区已完成基干林带造林1.3万公里，建设区域森林覆盖

率由24.9％提高到36.9%，农田林网控制率为83%，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大幅减少了94.4万公顷——

中 国 城 镇 化 道 路 怎 么 走 ？ 新 型 城
镇化道路新在何处？浙江海盐县作为
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以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就业方式
转 变 与 公 共 服 务 延 伸 ，探 索 一 条 低 成
本 、高 效 率 、多 选 择 的 农 民“ 就 地 城 镇
化”道路。

据悉，海盐县目前人均 GDP 超过 1 万
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 1.98︰1，收入
差距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位专家
认为，海盐因地制宜探索“就地城镇化”道
路，不仅推动了城乡有机融合，也破解了
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城镇化路径选择，
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海盐县委书记沈晓红告诉记者，早
在 2009 年，海盐建立了现代农村产权制
度和城乡一体化产权流通股市场，以解
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同时增加其财
产性收入。

解决农民的城镇化，首先是保障农民
的权益。海盐县规定，在农民已有的集体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
基础上，再增加集体资产股份收益权和农

村房屋所有权。
多年来，由于没有房屋所有权，农房

只具有居住功能，是真正的“不动产”；有
了房屋所有权证，农民就能将手中的“死
资产”变为“活资本”。目前，农村房屋所
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启动，村民们对
未来充满憧憬：“将来想拿房子做抵押贷
款，办个‘渔家乐’。”

为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解除农民束
缚，让农民在城乡间自由迁徙，海盐县探
索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社区股份制
经济组织，使村集体组织成为市场主体，
通过资产量化折股，把原来虚拟的共同体
所有改为实在的人人所有。

武原街道东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
民顾其明告诉记者，2002 年合作社成立
之初，他领到 716.5 元分红，而现在已经涨
到 2000 多元。“以前就怕进了城，集体资
产没了份，拿到股权证后，心里就踏实
了。现在村里人人都关心集体资产的运
行情况，盼着企业越做越大。”

“确权”为农民的生产、生活要素的资
本化流动提供了前提，“赋能”为农民带来

更多的财产性收益和就业收入，满足了城
镇化的内在需求。海盐县率先在全省建
立了县、镇、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海盐县农村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服
务中心，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的规范化，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财产
性收益。截至目前，海盐县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率已达到 55％。

据海盐县农村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
服务中心主任陈小华介绍，成立这个中介
组织后，土地流转的规范性明显增强，从
前因农户之间口头约定流转而造成的纠
纷消失了；流转的效率也大大提升，曾有
企业只用 38 天时间，就找到了合适地块
并签订了流转合同，这样的速度在以前是
不可想象的。

除了“确权赋能”外，海盐县通过基础
设施均等化、公共事业均等化、社会保障
均等化、社区服务均等化，让农民在家门
口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高品质生活。

如果说“确权赋能同待遇”为海盐农
民的“就地城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让农
民进城心里有了底气的话，那么，确立“第

一书记”制度，则是农民进城的组织保障，
让农民进城有了“领路人”。

从 2012 年起，海盐县建立了“第一书
记”工作制度，选调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兼任重点扶持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由县
财政给予专项扶持资金。“第一书记”的首
要任务，是破解资源要素的制约，因村制
宜找对发展路子。力争通过 3 年时间的
帮扶，帮助所有村新增收入稳定在 15 万
元以上。

县长章剑担任澉浦镇六忠村的“第一
书记”，他以该村地处 4A 级旅游景区南北
湖的优势，明确休闲旅游型集体经济的发
展思路，并推动六忠与保山、永乐两个村
抱团发展，以土地、货币资金入股旅游小
镇农贸市场，共享市场租金收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
国英表示，海盐县建立了以人为本的公
共服务体系，包括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
和高效率的政府服务系统等，是真正建
设新农村，而不是城市的“后花园”，为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提供了有益探索。

浙江海盐“就地城镇化”探新路
本报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杨 柳

重庆市武隆县双河乡高山无公害蔬菜基地里，正在忙碌
的农民王小平告诉记者，尽管已连续干旱多日，但因为基地里
水利设施完善，不缺水，蔬菜长得很好。“要不是实施了‘小农
水’项目建设，这里的蔬菜早枯萎了，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武隆县 70%的土地属于喀斯特地貌，工程性缺水一直是
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瓶颈。武隆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该县投入近 1000 万元在双河乡高山无公害蔬
菜基地等地实施了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了 13 口蓄水池、
2000米排涝沟，对 2000多亩蔬菜进行水利设施配套改造，实
施了喷灌、滴灌等高效节灌方式。武隆的“小农水”项目建设
已覆盖 4个乡镇 30个村，惠及 4000多人。

武隆县还将“小农水”项目建设与当地蔬菜、林果等产业
发展进行有机结合，将灌区建设、水土保持、中小河流治理等
项目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融为一体，建设了“水能蓄、池
相通、沟相连、路成网、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高效农田水利
设施，全面提升农业抗御灾害的能力，推动农民致富。

重庆武隆:

“小农水”开启致富路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尤立勇

重庆武隆:

“小农水”开启致富路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尤立勇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我们借 2013年‘冬交会’，组织
举办海南省首届农业科技成果推介转让拍卖会，让‘冬交会’
做农业科技‘新娘’。”海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黄正恩说，“从而
搭建一个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对接平台，促进海南省
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

据悉，本次农业科技成果推介转让拍卖会是本届“冬交
会”的一个全新尝试和大胆探索。海南省农业厅根据海南实
际，精选出 11 项科技成果进行转让拍卖。其中“免疫诱抗技
术在豇豆病虫害防治上的应用技术”项目拍出现场最高价
100万元。

据了解，几个月以来，海南省农业厅共收集遴选了省内外
专家们推荐的农业科技成果 179 项。现场重点推介展示农
业科技成果 31 项。“这些项目皆代表目前该领域农业科技发
展前沿使用技术，具有较高的科技内涵并适合海南省农业生
产实际。”黄正恩说。

下图 随着“双节”临近，四川省成都市全力保障“菜篮

子”供应。在彭州种都种业有限公司的工厂化育苗温室里，

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培育种苗。专业化育苗便于蔬菜新品种

的推广，蔬菜的产量及质量也都有所提升，可以更有力地丰

富和保障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四川成都——

全力保障“菜篮子”供应

12 月 9 日，福建泉州市河市镇南塘村曾金菊正在采

摘花菜。该村通过建立“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积极发展以蔬菜生产为主的品牌特色农业，成为当地

的无公害蔬菜供应基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上万元。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福建泉州——

无公害蔬菜基地助农民增收

(上接第一版)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前不久，安徽决定在 20 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

试点，探索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制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收益
分配使用管理办法，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政策等，工
农城乡关系逐步走向协调。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民的
转移性收入增长缓慢，财产性收入增长乏力，增收出现困难。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首先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让法律已经赋予农民的财产
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所
有权确权登记等举措，都为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奠定了重要基
础。其次，要建立更好的制度，使农民的财产权利得以更好地运
用。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
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
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过程要防止走偏，防止眼睛只盯
着农民的土地。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日前强调，允许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一定不能误读为“农地入市”，要把握好3个
限定词：一是限定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并不是集体的所有
建设用地，更不是建设用地之外的其他耕地；二是符合规划；三
是符合用途管制。

落实“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有很大难度，要坚持“顶层
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时刻想着维护农民的利益。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由来已久。劳动要素方面，进城务工

农民没有实现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相同劳动岗位农民工所得
收入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一半左右。土地要素方面，农民城乡
土地交换中得到的补偿较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
民拿到的征地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 5%至 10%。资
金要素方面，农村存款资金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农民长
期面临“贷款难”的困惑。

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障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

资源均衡配置。陈锡文认为，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农村
土地征用中农民补偿过低、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农村金融服务
不到位等问题；二要实现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
源对农村的均衡配置。

首先，要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在劳动、土地、资
金等要素交换上获得平等权益。土地问题上，要改革征地制度，
不能继续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
解决农村“金融失血”，首要任务是建立机制，把农民的钱留在农
村、用在农民身上，让更多的民间资金能够进入农村。推进农民
工市民化，推动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逐步实现同城同待遇。

其次，由于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市场需求弹性不足，与工业
品等其他产品相比缺乏市场价格优势，相同数量的土地和资金从
事粮食等农业生产所获收益远低于其他产业。因此，健全农业支
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方面。

而且要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有利于弥补农村储蓄
资金、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外流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弥
补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不均衡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我们这样一个有 9 亿多农民
的国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毋庸置疑。13亿人
口的中国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
务，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