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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家直属库被整合

为 346家中心库——

中储粮
大幅度“瘦身”

本报记者 刘 慧

这 里 的 宅 基 地 可 退 出
——安徽省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调研（下）

本报记者 瞿长福 白海星

本版编辑 李 亮

潍坊农信社破解农民担保难、抵押难——

创新中打造“阳光信贷”
本报记者 张 雪

中储粮改革有大动作，截至今年 10 月，
总公司已将 23 家分公司管辖的 753 家直属库

（不含子公司） 整合为 346 家中心库，中心库
在区域内实行统一经营管理，被整合库作为
分库将被取消法人资格。

此次改革主要基于这些原因：自 2005年国
家实施托市和临储收购政策以来，为克服自身
仓容不足、监管平台不足的制约，中储粮总公司
陆续上收了一批地方粮库。这为弥补管理平台
不足和提升调控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
也对公司管理能力构成一定的挑战。主要表现
为管理幅度增大，中储粮直属库点多而散，一些
直属库未纳入总公司规范化管理体系，管控风
险放大；规模效应发挥不够，一些直属库之间出
现无序竞争苗头，内部缺乏协作。中储粮总公
司在全系统推进直属库区域一体化整合，就是
要通过体制的改革创新，将全部直属库纳入规
范化管理，解决过度分散经营的局面，发挥规模
效益和协同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改革为
中储粮实施人、财、物“三条垂直线”的管控打造
了平台，提高了风险防控水平。

中储粮总公司办公厅有关负责人指出，
直属库 （中心库） 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
法人实体，直接从事中央储备粮的收购、存
储、销售、运输和加工等业务，承担相应监
管责任。中储粮总公司明确，在推进直属库
区域一体化改革过程中，原则上一个地市只
保留一家具备法人资格的直属库作为中心
库，区域内其他被整合的直属库作为中心库
的分库，目前已实现区域内经营管理一体
化，后续将加快取消分库的法人资格。中心
库对区域内库点推行“五统一”、“两分开”
管理，承担监管责任，即由中心库负责区域
内库点的统一经营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
人力资源管理、统一风险防控和统一入账并
表统计，过渡期内中心库与被整合库实行绩
效考核分开，中心库与被整合库实行责、权、
利职能分开。在此基础上，逐步由“两分开”
再向“两统一”转变。

目前中储粮大规模的直属库整合任务已
基本完成。从最终整合清单公布起，中储粮
的购销计划、财务、统计、人力资源等严格
按清单进行调整。分库一律停止各种经营活
动，认真履行仓储保管、出入库管理、安全
管理等基本职能。

作为区域一体化改革推进较早的中储粮
山东分公司，目前已将辖区 26 个直属库整合为
16 个中心库，计划指标、贷款、购销经营决策、
人员由中心库统一管理，确保中心库辖区“一
个法人、一个账户、一个指令、一套指标”。同
时上移购销经营管理权、人事任免权和劳动用
工权、资金动用权、资产投资管理权，强化分公
司对辖区内直属企业的监管。通过改革，山东
分公司的管控能力进一步增强，运行机制进一
步理顺，基础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去年，山
东 16 个中心库中有 8 个购销总量增幅超过
50%，7 个中心库全年可控费用降幅超过 30%，
9个分库实现扭亏为盈，改革取得实效。

“种了 20 多年地，前几年想扩大种植规模，但缺少资
金，农信社关键时刻给我托了底。”近日，在山东省潍坊
市高密市姜山镇山丰新村，种粮大户王翠芬谈到潍坊市农
村信用合作社对自己的支持，很是激动。王翠芬如今租种
了 3000 多亩地，每年付租金、买化肥种子都需要一笔不
小的支出。不过，由于有潍坊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支持，
王翠芬没有遇到太多麻烦。现在她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
模，打算 5年内把规模扩大一倍。

创新信贷产品，推行“阳光信贷”标准化服务，重点
支持三农、支持种粮大户是潍坊农信社近几年发展创新的
重点。潍坊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是 1999 年国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试点，全国首批组
建的地市级联社之一。成立以来，潍坊农信社始终坚持支
农模式创新。近年来，如何打破信贷资金制约的“瓶
颈”，助力现代农业发展，是一道全国性难题。潍坊农信
社以政策为导向，从实际出发，积极破解农民担保难、抵
押难，进行信贷支农模式创新，取得了突破。

早在 2003 年，潍坊农村信用社就通过以农民信用自
治为特色的信用评定方式，评选“文明信用户”，为农户
发放贷款证，实行贷款上柜台。凭借社会力量评定的信

用，农民拿贷款证和身份证到信用社网点柜台可以直接贷
款，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随用随贷，无需抵押。截至
2014 年 6 月末，潍坊农信社已在 8846 个村进行信用评
定，占全部村庄的 97.08%，信用户总数 84.6 万户，占全
部农户的 46.88%；潍坊农信社累计为农户发放贷款 766.2
万笔，共计 1776亿元。

如何构建满足不同层次农业生产需求的支农信贷体
系？潍坊农信社积极创新，农信社理事长王祖玉介绍，为
进一步助推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潍坊农信社研发推广了乡
村“2+1”贷款、“新居乐”建房贷款、“诚富通”农民信
用联盟贷款、家庭农场贷款、“4+1”农业产业链贷款、订
单质押贷款等一系列信贷产品，构建了完整的支农信贷服
务体系。

今年，潍坊市农信社在全市推广了“农贷通”信用
贷款，该贷款是在信用评定的基础上，为诚实守信的农
户发放用于生产经营、个人消费的无需任何担保的贷
款。服务对象主要为辖内信用程度较高，还款意愿强，
无任何不良、违约或逾期记录的优质存量农村客户。该
贷款产品是在农村信用环境日渐成熟的前提下，面向优
质农民客户开发的，无需任何抵押和担保的农民信用贷

款新模式。“农贷通”贷款开办以来，还未形成一笔不良
贷款。

昌乐县庵上湖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由华安瓜菜专业合作
社统一管理，是国家级设施蔬菜标准园。如今，园区已达
6000多亩，带动农户 120余家。合作社社员赵世德说，有
了农信社的“诚富通”，不仅贷款程序简化了，而且可以
无担保无抵押贷款，满足了我们的发展需要。

在满足农业生产贷款需求的同时，潍坊农信社在全国
率先推出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项目，构建城乡一体化金
融服务平台。农民凭惠农一本通存折、普通存折及信通卡
等，可办理各类支农惠农补贴的支取、存款、定活期互
转、口头挂失、补登存折等业务，极大地方便了农村群众
生产生活。

王祖玉说，这几年农信社依托当地实际坚持创新发
展，促进了农民增收。据统计，截至今年 6 月末，潍坊市
农信社涉农贷款余额为 786 亿元，占全市银行机构涉农贷
款余额总量的 30.46%，占自身各项贷款的 77.21%。去
年，潍坊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13273 元，比 2000 年增加
9837 元，其中获得信用社支持的农民比 2000 年户均增收
3.3万元。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前不久，来自
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
家，对河北农业大学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河北省项目区高产攻关
田玉米进行实收测产，项目区示范县多点产量
突破亩产 850 公斤，最高达到 874.37 公斤，
刷新了该课题组 2012 年创造的小面积亩产
805.49 公斤、大面积亩产 795.11 公斤的河北
省玉米高产纪录，实现了大旱之年玉米的持续
增产。

“针对今年玉米生长发育期间大面积持续
干旱、后期低温雾霾寡照等不利条件，我们立
足于河北省气候特点和生产条件，提出了因苗
管理、中耕保墒等技术措施，积极应对各种不
利因素，实现了大旱之年项目区全面增产。”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崔彦宏介绍说，“十二五”
以来，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河北省项目
区开展了玉米节水节肥超高产关键技术的研
究，进一步完善了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
系，并在项目区示范应用，实现了项目区玉米
产量的新突破，为河北玉米持续增产进行了重
要的技术储备。

河北玉米创亩产新纪录

10 月下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

二团种植的 3.25 万亩辣椒采收工作进入尾声。

今年，由于引进了韩国甜椒、墨西哥甜椒等抗病

性强、产量高的辣椒新品种，并且采用了育苗移

栽、加压滴灌等新技术，该团辣椒长势好于往

年，预计干椒总产量能达到 2.1 万吨。图为职工

们在采摘辣椒。 于 飞摄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由农民日报
社、山东省农业厅共同主办的中国品牌农业发
展大会日前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会议围绕

“大中国·大农业·大战略”主题，就我国现代
农业品牌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进行经验交流和
理论探讨。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说，我国品牌农业建
设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截至 2013 年，全国
农产品注册商标已达 125 万件。我国品牌农业
起步晚、发展快、潜力大，但具有明显竞争力
的产品品牌还不多。为此，要做好品牌农业建
设的统筹规划和相关政策安排；大力发展优质
农产品，提升产品品质；各地要找准自身特
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创新营销方式，加强品
牌宣传；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的关系。

与会专家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农产品品
牌目录制度，完善评价体系，塑造良好的农产
品品牌形象。要激活农产品品牌发展动力，创
立品牌培育和保护机制，建立起市场导向、企
业主体、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品牌建设与保
护体系。

中国品牌农业发展大会举行
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农村宅基地闲置情况较为普遍。作为

安徽省唯一的统筹城乡土地使用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县，去年 9
月，市里出台了《宁国市农村宅基地退出办法(试行)》，明确农村
宅基地实施有偿退出。如今，宁国市的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正在
有序推进中，农民有何反应？记者进行了深入调研。

试点正在推进

港口镇山门村是宁国市最早实施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试点
的乡村。日前记者前往该村一看究竟。

在山门村边的一处空地上，农房被拆除的痕迹还很清
晰，砖块、石头和一些木料零散地堆放在空地的周围。可以
看出，这块地被刚刚翻过，裸露着新土。“这个地方原先是山
门村 31、32 村民组农民的宅基地，现在村民已经搬离。”港口
镇副镇长汪世钢介绍说，“山门村共有 65 户村民有偿退出了原
有的宅基地，其中 36 户被重新集中安置，29 户被货币安置。”

距离山门村不远就有一处集中安置退出宅基地农民的新小
区。在新小区里，不少农民正在忙着建新房。

为有序推进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宁国市出台了 《宁国市
农村宅基地退出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对按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退出后可复垦为农用地的宅基地实行有偿退
出。对于宅基地的退出，农民较为关心的是补偿问题，这也是

《办法》 规定最详细的地方。
《办法》 明确，宅基地退出后由市政府组织复垦为农用地

的，由宅基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原使用人予
以补助。补助标准为，自愿退出宅基地且今后不再重新申请宅
基地的，对于法定范围内的面积按照每亩 4 万至 6 万元予以补
助，超出部分，按照每亩 2万至 3万元予以补助。

“自愿退出宅基地后，有的农民需要重新申请宅基地，这种
情况如何处理？”记者问道。汪世钢回答说，在中心村或集镇安
排新宅基地，新安排的宅基地低于原宅基地面积的，差额部分
也按照每亩 4万至 6万的标准予以补助。

在农村，农民占有宅基地的情况较为复杂，有的农民占有多
处宅基地，有的农民占有的宅基地不是本村的。对此，《办法》
都作了规定。宅基地退出后的权属问题，也是记者调研中比较关
心的问题。对此，宁国市也明确规定，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农用
地后，依旧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原使用人为本村村民的，
复垦后的土地优先由其承包经营。

推行难度较大

邓有华，宁国市港口镇山门村村民。记者见到他时，他正
在自家刚建好的房子里忙碌。尽管房子还没有完全收拾好，他
已急着搬进去了。“我家老房子有 9 间，不连院子占地 160 平方
米。去年将老房子的宅基地退给村里，我又要了这块新宅基
地，这块新宅基地的面积是 105平方米。”邓有华说。

尽管山门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目前宁国
真正实施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也只有港口镇，其他地方还处于
观望或调查阶段。

“一些乡镇开展农村宅基地退出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在
于，这项工作情况复杂，程序琐碎，操作起来很麻烦。”宁国市
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怀宁说，在推进宅基地退出的过程中，并
不是农民提出申请就能退出，需要符合规划和相关条件。而
且，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需要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张怀宁提出的问题很现实。记者在调研中充分感受到了宅
基地退出的复杂性。有的农村宅基地符合退出条件，但由于大
多数村民不愿意，无法推行。有的村民愿意退出宅基地，但又
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的村有少数村民愿意退出宅基
地，但这些宅基地零散分布在村里，难以操作。

当初，宁国市之所以有积极性开展农村宅基地退出试点，通
过调研，记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宁国市建设用地需求
很大，因为缺地，宁国将经济开发区都建在了荒山上。通过实施
农村宅基地退出，将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可以腾出一些建
设用地指标。二是，宁国市经济实力较强，有能力承担宅基地退
出产生的负担。三是，宁国可退出的宅基地数量较小，利于试点。

尽管在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宁国
市还在努力推进这项工作。截至目前，宁国市共有 15 个乡镇、
街道开展了宅基地退出调查摸底，农民愿意退出的宅基地总面
积为 1505 亩，符合规划的是 855 亩。而且，有了山门村的经
验，接下来宁国推进的速度肯定能快起来。

补偿标准待完善

去年，安徽省出台 《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决定在涡阳县、颍泉区、临泉县等 20个县(区)开
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提出坚持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建
立符合农民合理需求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

记者在安徽调研中了解到，不少农民对建立宅基地退出补
偿激励机制很关注。一位在合肥市工作多年的农民工已在城里
买了房子，老家的宅基地闲置了。“只要补偿合理，我觉得宅基
地退出是能接受的，浪费了土地怪可惜的。”他说。

尽管有关部门积极推动，不少农民也愿意退出自家的宅基
地，但目前从宁国的情况来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的进度不
快。宁国市国土资源局有关负责人坦言：“宁国 19 个乡镇、街
道，仅港口镇进行了试点，梅林镇制定了 《实施细则》，其他乡
镇基本无实质进展。”

宁国市宅基地有偿退出进度不快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补偿问题。例如，《办法》规定，村民占有多处宅基地，
退出多余宅基地的，按照每亩2万至3万元予以补助。该规定对法
定面积超出部分予以区别对待，但在实际运行中，宅基地退出最大
的潜力就在超出部分。而且，农户多占宅基地早已形成事实，若对
该部分宅基地补偿过低，农户对退出多余宅基地动力就不大。

记者了解到，不少农民对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标准有自己的看
法。以一户农民平均占有 5 分宅基地计算，按最高每亩 6 万元补
助，农户连地带房仅能获得 3万元的补助，吸引力远远不够。

农村宅基地退出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现在处于探索阶
段。相信，随着相关制度的逐步完善，这项工作一定能有序推
行下去。

本报讯 记者刘慧报道：日前，吉林省吉林
市和北京粮食集团古船米业公司共同举办的新
米进京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意味着优质的
吉林大米将借“京粮古船”进入北京市场。

北京古船米业有限公司隶属于北京粮食集
团，是专门从事大米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
大型食品企业。目前“古船”牌大米在北京市场
的铺市率达到 70%以上，可满足不同层次消费
者的需求。吉林市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
地，是全国粳稻核心产区，也是“国家优质粳稻
科研创新基地”和“国家优质粳稻原种基地”。
吉林粳米的钙、铁、铜、镁等微量元素含量丰富，
并且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氨基酸等。

京粮集团与吉林市优质米源基地进行合
作，能充分发挥“古船”的品牌优势和营销网络
优势，能让北京市民第一时间吃上安全放心、营
养健康的优质新米，有利于丰富首都粮油市场、
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吉林新米进京产销衔接顺畅吉林新米进京产销衔接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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