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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怎么确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不是推倒
重来，不得借机违法调整和收回承包
地，要以已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基
础，查清地块的面积、四至等情况。

“不管咱走到哪里、地让谁种，它都跟
着咱的姓！现在咱手里有了证，受法律保
护。”以前打工不离乡的山东高青县青城
镇张巩田村村民张龙如今可以安心地去
城里做装修工了，让他心里踏实的是手里
的大红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权属都弄不清晰的话，何谈土地流
转？”在青城镇经管站站长史勇看来，农村
土地二轮延包至今已有 15 年。原来主要
是合同管理，一些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丢
失了，有些农户虽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证，
但旧证没有地籍图和示意图，相关信息也
没有实现电子化管理。确权登记颁证就
是要解决以往的地块不清、四至不明、等
级不均等问题。

在常家镇郑庙村，《经济日报》记者打
开村民李友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4.62
亩承包地，分散在 5 个地块，每个地块的
名称、编码、实测面积、是否基本农田，以
及东南西北相邻的地块名称、各地块在本
村土地中的坐标位置标注得很清晰。在
备案的全部确权登记材料里，不但有李友
明签字确认的户主代表声明书、确认书、
公示无异议声明书，还附带了公示照片、
户主身份证与户口本复印件等。

张巩田村的张佃华曾领着测绘队到
村里的不少地块进行了实测，他回忆说，
设备很先进，每套设备包含卫星信号接收
仪和平板电脑。史勇介绍说，根据工作底
图和基本信息表，测绘队入户实地进行承
包地块权属调查，由农户进行确认。实地
测绘信息录入微机后，打印出地籍草图，
经村审核后，会进行不少于 7 天的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由农户签字确认作为承包
土地地籍图，并上报审核。对公示中农户
提出的异议，及时进行核实、重新测量、修

正，并再次公示。
诸城市经管局副局长李相彪说，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不是推倒重来，不得借
机违法调整和收回承包地，而是要以已签
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查清地块的面
积、四至等情况。除了颁发权证给农户以
外，还要将承包土地的地块、面积、空间位
置等信息记载在承包经营权登记簿里，供
人查阅。“这种管理类似城里居民的房产
证”，把权证的编号一输入系统就能调出
承包农户的全部信息，地块大小、准确位
置和家庭共有人等，一目了然。

难点问题如何解

土地确权涉及的问题，凡是法律
法规和现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严格
按照规定处理；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
定的，由村民协商解决。

“土地确权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对于
一些有争议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
不能一刀切。”高青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
韩凤云说，对土地折亩、开荒地、实测面积
大、水务局河滩地、南水北调占地、新增人
口占地等问题，凡是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
有明确规定的，严格按照规定处理；凡是
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
的基本精神，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由
村民协商解决，实行一村一策。“我们专门
编制了手册，列出了淄博市的 40 项有关
法规政策解答和高青县各镇反映较多的
问题，供参考。”

记者注意到，李友明的承包经营权证
上，合同面积是 4.58 亩，实测面积则是
4.62 亩。很多农村实际分地时会跟承包
合同面积有些出入，一般是多给一、二分
地。这部分地面积虽小，但却是很多群众
关心的问题。韩凤云说，证书中关于承包
地块情况设计了承包地合同面积和实测
面积两项内容，无论实测面积和合同面积
是否有出入，都要分别填写。对实测面
积，经公示后据实登记，作为确权变更
依据。

群众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好地坏
地折亩的问题。张巩田村村委会主任张
卫刚提出，农村土地有好地差地之分，以
前土地质量存在级差区别，为做到公平，
有些村分承包地时就进行折亩，一级地 1
亩算 1 亩，二级地 1.2 或 1.5 亩算 1 亩。经
过十多年的耕作开发，劣级地变成了优级
地，级差区别已很小。史勇解答说，按照
有关规定，以实际面积为准来确权，证书
上不再区分好地和坏地。

李相彪介绍，诸城市平均每个农户有
4 个地块，最多的一户有 20 多个地块。
要对每个地块都进行测绘和土地四至的
标注。在诸城市为民服务中心经管局窗
口，工作人员孙宏伟说，自今年开展确权
登记以来，每天都有接受农户咨询和调解
仲裁。对存在争议的地块，待争议解决后
再确权登记。

诸城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排
查出 8 类问题，大致涉及部分农户多种
地、部分农户少包地以及地、证、合同不符
合等几种情况。他们针对性提出了 7 项
措施，例如，对因减少人口而多地的户，必
须按照《土地承包法》和有关规定执行，只
要本户不愿放弃承包权，就必须维持原承
包关系，不可强行收回减少人口的土地。

颁证带来了什么

确权登记颁证之后，困扰多年的
土地纠纷全部“清零”，不仅提高了耕
地的利用效率，也增加了农民财产性
收入。

确权登记颁证之前，农村土地承包遗
留问题一直是影响农村安定团结的隐
患。诸城市贾悦镇经管站站长王子鑫的
体会是，确权登记全面地对遗留问题进行
了整治，减少了纠纷。在登记过程中形成
的影像、图表和文字等材料，按照统一的
标准建立承包信息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实
现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据介绍，诸城市
土地经营权登记簿采用纸质和电子介质
两 种 方 式 ，并 对 电 子 信 息 进 行 了 异 地

备份。
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条件，培育新型

主体才是目的。“土地确权，老百姓更放
心，我流转土地也更方便。”说这话的是高
青县张巩田村的张卫刚。前几年，张卫刚
动员张龙流转土地时，张龙死活不干，担
心自家的土地让别人种了，时间一长会

“改了姓”。今年开始确权后，再动员时，
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如今，张龙不仅每天
能有 150 元的打工收入，8 亩地一年还有
9600 元的流转收入。同时，张卫刚的民
生蔬菜合作社土地规模也迅速扩大，今年
累计增加了 600多亩。

在常家镇蓑衣樊村，确权后，村里对
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平整，划分出水稻、果
蔬、大棚三大种植区，村集体与村民签订
流转合同，除支付流转费外，年底根据收
益情况按户口本上的实有人数分红。村
支书刘树海说，确权之后不仅有利于将困
扰村内多年的土地纠纷全部“清零”，还提
高了耕地的利用效率，增加了农民财产性
收入。

土地确权后，承包地抵押贷款更方便
了。原先要拿着承包合同去经管站备案，
再去银行贷款，还不一定能批下来。如
今，证书可以直接抵押贷款。高青县还创
新地给合作社和大户颁发经营权证书。
与承包农户确权所得的承包经营权证的
大红本不同，这是一本小蓝本。张卫刚
说，大棚的前期投入大，回收慢，银行发贷
有顾虑。以前贷款基本走三户或五户联
保，但这不仅手续繁琐，而且额度小。如
今凭借小蓝本，按农信社规定的土地经营
权证抵押贷款办法，他的总价值 600多万
元 的 15 个 大 棚 已 贷 到 400 多 万 元 的
贷款。

在山东多地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一律由各级财政
承担，不向农民收取任何费用。实测面积
不与按延包面积确定的农业补贴基数挂
钩，也不与农民承担费用标准挂钩。在高
青县，累计安排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
1395 万 元 。 在 诸 城 ，各 级 财 政 已 安 排
1600多万元。

让农民富裕起来，这事难不难？这话

要放在 30 多年前，可能大多数人连想都没

想过；放在 20 多年前，也难以想象；放在

10 多年前，想的人多了，但难度很大；放在

眼前，部分农民已经实现了，但更多的人

还很困难。

这就是现实。中国农民从吃饱肚子、

解决温饱，到收入上升、吃喝不愁，再到年

年有余、逐渐富裕，走了一条很长、很曲折

的路，及至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让人

轻松的话题，仍然是一个需要全体中国人

去努力解决的难题。

农民富裕为什么这么难呢？对农民

来说，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两块，一块是

种地、一块是打工。在老一代农民记忆

中，种地的快乐大多来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

期。因为家庭承包经营，种地可以自己做

主，积极性一下子起来了，这种快乐更多

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当然收入相比“大

锅饭”时期有了很大提高。但这种快乐随

后就因为税费叠加、农产品不值钱等抵消

殆尽。近 10 年来在政策扶持下，种地效益

有了好转，但由于农产品价格整体提升空

间有限，加上各家各户就那么几亩地，种

地致富对多数农民而言不太现实。

打工增收与此类似。上世纪 80 年代

末许多农民开始洗脚上岸挣土地之外的

收入，逐渐“农民工”成为现代汉语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真说打工增收，

只是相对于种地收入来说的，对许多农民

就是一种心理安慰，挣下的纯粹是以最低

的个人消费换回的有限“血汗钱”。这几

年在政策推动和市场形势变化的背景下，

农民工收入开始有了较前不同的较大提

高，但现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

加快等因素，普通农民工工资提升又遇到

了“天花板”。

在种地与打工之外，农民收入还有两

块，一块是政策性补贴，一块是财产性收

入。政策性补贴，就是包括粮食直补、农

机购机补贴等在内的各种支农资金，这种

补贴对农民既是精神鼓舞，也带来现金收

入，是这些年连续保持农业好形势的“定

心丸”，但现实中这种补贴的空间和力度

面临的约束性条件更多了。财产性收入，

对农民而言，最大的财产就是承包地、宅

基地和房子，以及集体资产中股份化的一

份。过去，这些财产的属性并不清晰，绝

大多数农民其实没有财产性收入。现在，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些财产的权属职

能逐渐清晰，也将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

一极。

从农民收入的这几大来源来看，打工

收入占据了首位，种地收入次之，政策补

贴有限，财产性收入还没有充分显现。这

几大部分是农民增收舞台上的几大主角，

为农民的逐渐富裕既各显神通，又围绕主

题形成了合力。但分开来看，它们又很难

独立支撑起农民富裕的重担，除了少数种

地大户、白领农民工、“亿元村”以及城郊

拆迁户，多数农民很难单独依靠种地、打

工、补贴或是财产性收入来致富。也就是

说，农民增收致富需要合力。

但仅仅有了合力，并不够，还需要持

之以恒地努力。从种地、打工、补贴、财产

性收入来看，现实中都面临着不同的挑

战，对这些挑战，需要根据各种条件的变

化与时俱进地作出针对性应对，同时还要

兼顾当下与长远，不能头痛医头。比如种

地，现在就遇到了农产品需求不足、价格

提升受限，以及规模化程度较低的问题；

比如，提高财产性收入，就需要在深化改

革上下功夫，不改革，提高财产性收入最

终就是一句空话。而解决这些问题，很难

一蹴而就，很难“一揽子”化解，需要持久

地努力，一直不松懈。

所以，让农民富裕起来，既要合力，还

要恒力，是具体所指，很有针对性，来不得

“花架子”，就像种地一样。

帮农民抓牢土地权益
——山东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调查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今年我国选择山东、

四川、安徽等 3 省开展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试点。其中，山东

省提出，争取在明年底完

成该项工作。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如何确权，遇到

哪些难题，颁证后给农民

带来了哪些好处？带着这

些问题，日前《经济日报》

记者前往山东进行深入调

查采访。

农民增收不能搞“花架子”
瞿长福

农民增收不能搞“花架子”
瞿长福

本版编辑 刘 佳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
县是名副其实的薏米之
乡，这里种植薏米已经有
400 多年的历史。如今，
随着薏仁米产量占到全国
产量的 20%以上，兴仁县
薏米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并把新开发出的薏仁
米 特 色 产 品 带 到 全 国
各地。

在 兴 仁 农 特 产 品 展
馆，薏米的各种特色加工
产品让人眼花缭乱。记者
看到有黄金薏米、黑薏米、
红薏米等初级加工品，还
有薏米粥片、薏米挂面、薏
米调味品、薏仁烤芙条等
10 多种深加工产品，就连
玻璃橱窗内展出的护肤精
油、谷维素等高端产品，竟
然也都是从薏仁米中进一
步提取加工而成。

小小薏米能形成大产
业、闯出大市场，离不开企
业对特色产品的不断开
发。贵州薏仁集团是 3 家
薏米企业和薏米种植农民
合作社抱团发展起来的一
家新企业。虽然刚成立 1
年多，但是已经发展成为
集种植、加工、销售、储运
为一体的拥有完整产业链条的薏米企业。“公司研发
出的新产品有 5 大系列 80 多项，投入生产的有 18
项，其中已申报产品发明专利 15 项。自有品牌的冲
剂、糖果、精油等系列产品，填补了国内薏仁米深加
工食品的空白。”薏仁集团董事长刘龙林说。

在当地农业局的帮助下，薏仁集团还在薏仁糠
皮和碎米上下起了功夫。“公司现有精油、制糖生产
线，正常生产时每天能产生近 10 吨富含薏仁蛋白、
薏仁纤维的糠渣，若将其与薏仁秸秆转化加工成高
营养的秸秆饲料，可以把全县 24 万吨薏仁秸秆有效
开发利用。不但能进一步提高薏米附加值，也促进
了薏仁精米提升品质和竞争力。”刘龙林介绍。目
前，薏仁集团已经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正在筹建全营养平衡饲料加工厂。

在积极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兴仁的薏米企业还
努力探索销售新渠道。许多企业一手抓好传统营
销，一手充分利用淘宝、微信、微博等现代化手段促
进网上交易，打开电商销路。现在，兴仁的薏仁米已
经通过进驻超市、加盟电商等渠道销往全国 20 多个
城市，甚至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获得了很好的
效益。

小薏米闯出大市场

本报记者

杜

芳

山东省高青县从 2013 年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测量统计结果进行

两轮公示，确保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面积、空间位置等信息精准无误。图为农民李士贵拿

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高兴地向人们展示。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河南安阳：

金融知识进农家

位于库尔勒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

九团今年首次将 600 多亩成熟的红枣延迟 30 多天采

摘，使其在树上自然成熟、自然风干，红枣香甜可

口，受到了海内外经销商的青睐。图为新疆库尔勒

二十九团职工正在采摘自然风干的优质红枣。

杜炳勋摄

“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上门宣传，还真不知
道银行有这么多的信贷产品。现在，我才知道农村
宅基地上的房屋也能抵押贷款。”河南省滑县众发
食品公司的负责人胡西萍说。

为了让农民了解金融知识，帮助贫困农民脱贫
致富，中国人民银行河南安阳支行在辖区金融机构
实施了形式多样的金融扶贫专家服务团活动，将金
融知识送到田间地头。人行安阳支行将金融扶贫
专家服务团的志愿者分为两级，金融机构的专家、
学者为一级志愿者，大量的县域金融网点的职工为
二级志愿者。目前，安阳市金融扶贫专家服务团已
拥有一级志愿者 40余人，二级志愿者 400余人。

金融扶贫专家服务团利用举办讲座等形式将
金融扶贫的重大意义、采取的措施、出台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等内容向广大群众传播，进一步扩大
了金融扶贫的影响力；组织志愿者不定期到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宣讲金融
扶贫知识，使农场主、附近居民等受益，增加了对金
融扶贫知识的了解。

（张双景）

山东省高青县台子李村村民对土地

确权工作表现出极大关注，每当土地信息

公示上墙，村民们都会聚到公示墙下，认

真核对自家的土地信息。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