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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叫《老农民》的电视剧正在

热播，剧中有一个情节：人民公社时代的

老农民牛大胆眼瞅着挨饿的日子实在难

熬，而村里成片的荒地又没人种，他便想

了个主意，向村里借这些荒地来种，这样

既规避了“承包”、“租地”等敏感问题，又

解决了吃不饱肚子的问题。牛大胆借

地，真实道出了我国农村发展、农民致富、

农业提质的根本秘籍：改革创新。

在牛大胆所处的“大锅饭”时代，正是

因为有了一大群牛大胆去闯、去改，才有

了率先从农村基层开始突破体制机制障

碍的改革开放。牛大胆在面对具体难题

时，巧妙地以“借”来跨越障碍、化解矛盾，

体现了在具体方法、具体形式、具体路径

上的创新思维。这种改革创新精神，放在

今天，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因为在新时代，

农业发展同样面临着需要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才能解决的困难，面临着需要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才能加快实现的目标。

我国农业发展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信息化“四化同步”中的“短腿”问题，

是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这一目标与农业的发展现状还相差甚远的

问题。比如，我们的工业生产进入到数字时

代、远程时代，但农业还在“大水漫灌”；新

型城镇化既要求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又

要求更多的新型农民进入农村，但现在想

离开的离不开、想进去的进不去。

这些问题，有些是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逐渐产生的新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没

有解决好新时期又浮现出来，有些是新

老问题交织在一起以新形式出现。从农

村来看，许多村庄出现了“空心化”，但

以农田、林地、草地和宅基地等为依托

的乡村文化依然是我们文化的根；从农

民来看，上一代渐渐老归乡里，新一代

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漂泊；从农业来

看，一方面粮食等农产品持续增产，另

一方面由于成本上升、资源紧绷，急需

拓展提升农业生产的空间。

这些问题既是现代农业需要解决的

问题，也是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难题。解

决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创新。

为什么要靠改革创新？以土地规模

化经营为例，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之一就

是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经营，而规模经

营就需要农民流转土地，这就需要改革农

村经营体制机制，从法理上、政策上把农

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离开。但仅仅在经营体制机制上改

革还不够，在规模经营的具体形式和具体

规模等方面还要有创新意识，有的农民愿

意流转土地，有的农民不愿意，这就需要

在规模经营方式上不拘一格，不能搞唯此

唯一，否则规模经营就很难推进，一些地

方的流转经营、托管经营、股份经营等形

式就是这样出现的。

但有了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并

不表明现代农业就能如愿推进。农村改

革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全方位协同配合。

还以土地规模经营为例，要达到适度规

模经营，就需要资金投入，可是农民的承

包地、房子都不具有法律认可的抵押物资

质，这就需要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产

权等方面进行探索改革，也需要金融机构

在农村贷款上作出改革探索。另一方面，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之后，一些农民有可能

转移进城，但进城之后承包地、宅基地还

是否属于他们，这又需要进行改革探索。

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农民就能安心进城、

有能力进城，这又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

础，也使发展现代农业有了更大空间。

所以，靠改革创新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是我国的国情、农情决定的，它绝不只

是一句口号，也不只是权宜之计，而是有

具体实在的内容、鲜明迫切的要求和事关

长远的意义，需要我们真正认识领会，并

拿出脚踏实地的作风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真改革、深改革。

我们靠什么推动现代农业
瞿长福

我们靠什么推动现代农业
瞿长福

尽管还在深冬，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试点的春潮却已涌动。伴随农村土地制
度三项改革试点意见的出台，农产品价
格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资
产产权改革形成“三箭齐发”之势，标志
着新一轮农业农村改革正全面提速。这
一轮农村改革，在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的过程中，对农产品、“三块地”和农村
集体资产等农民主要权利载体，进行明
晰产权、还权赋能。这将为维护农民权
益、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
打下坚实的基础。

价格改革更尊重市场

农产品价格改革仍处于一场
长跑的加速期。国家正着力推动
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逐步
向农产品目标价格政策转变

自今年 1 月起，国家放开烟叶收购
价格。由于烟叶是农产品领域最后一个
实行政府定价的品种，业内认为这标志
着由政府对农产品定价彻底退出历史舞
台，但并不意味着农产品价格改革就完
成了。事实上，农产品价格改革仍处于
一场长跑的加速期。国家正着力推动最
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逐步向农产品
目标价格政策转变，实行“价”、“补”
分离。

近年来，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
策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强国家对
粮食调控能力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在国
内农产品价格持续超过国外的新形势
下，原有政策面临严峻挑战。“农产品价
格形成机制扭曲，市场作用未能有效发
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
说，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使得粮
价“只涨不跌”预期增强，一定程度上使
市场呈“政策市”趋向。尤其是棉花、食
糖已经形成“国内增产、国家增储、进口
增加、国家再增储”的不利局面。正是在
此背景下，中央把农产品价格改革作为
农业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慎重起见，我国分品种分区域推
进目标价格改革，对大豆、棉花进行先行
先试。去年国家正式取消棉花、大豆临
时收储政策，启动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
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并探索粮食、
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目标
价格是按照生产成本加基本收益确定
的，并不干预市场价格。

以棉花为例，2014 年其目标价格为
每吨 19800 元，实行了 3 年的临时收储
政策结束。发改委有关人士认为，这个
价格能够补偿试点地区棉花生产成本，
并保障农民获得基本收益。目前，国家
对棉花、大豆开展目标价格补贴改革试
点，对生猪建立了缓解市场价格周期性
波动的调控预案，并通过建立重要农产
品储备制度、完善农产品进出口调节机
制等综合措施，防止了主要农产品价格
的大幅波动，保护了农民利益。

农产品价格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进入深水区，标志着新一轮农业

农村改革正全面提速——

农村改革“三箭齐发”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从土地确权到土地流转，从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到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去年，我国选择山东、四川、安徽 3省
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整省
试点，其他各省份选择整县开展试点。目
前，已有 1611个县（市）开展了试点，涉及
3亿亩耕地。农业部表示，今年，我国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将进一步
扩大，再选择 8 至 10 个省份开展整省试
点，其他省份每个地市选择 1个县开展整
县试点，覆盖面积达到5亿亩。

确权是第一步，引导土地流转是重
点。当前，土地流转呈现加快发展的态

势，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 3.8
亿亩，流转比例达 28.8%，经营面积在 50
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超过 287万户，家庭农
场超过 87万个。

目前，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面积约为 4200 万亩，宅基地总面积约为
1.7亿亩。此前的土地制度更多强调农地
的资源属性，对资产属性关注不够，宅基
地的流转受到严格限制，建设用地增值收
益中农户所获比例过小。眼下，部分地区
在中央许可下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改革进行先行先试，取得一定成效。重
庆、四川等地开展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
转试点，探索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个人

之间的合理分配。
日前，中央出台了有关农村土地征

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
度的政策性文件。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
明解读说，针对征地范围过大、被征地农
民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探索健全
程序规范、补偿合理、保障多元的土地征
收制度；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权能不完整、不能同等入市等问题，要建
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针对农
户宅基地取得困难、退出不畅等问题，要
健全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使用、自愿
有偿退出的宅基地制度。

元旦刚过，重庆市沙坪坝区童家桥
村领到分红资金的村民们乐不可支，最
多的一个村民获得分红近 1.6 万元，他
说，“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我们年底
都有分红。”目前，该村的 4个村民小组已
完成 2014 年度村组的年终分红，总计分
配 876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6 万元，惠及
村民、股民 2300多人。

童家桥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村集体
收 入 主 要 依 靠 厂 房 、门 面 房 和 场 地 出
租。经过多年的积累，该村已形成相当
可观的集体资产，村集体年收入达 1100
万元。近年来，该村对集体资产进行股

份制改革，让村民成为股民，通过股份量
化到人来明晰资产权属。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不少地方村集
体收入增长较快，村民对财务公开和集
体收益如何分配日益重视。专家认为，
股份化后，每个曾经户籍在村的人都能
根据在村的时间长短享受到对集体资产
的相应股权。“股份化改革以后，村民
关心集体发展的多了。”这是重庆龙坡
区共和村原村党委书记李达志的感受。
共和村成立了集体资产监督委员会，由
包括农转非代表在内的 21 名代表组成，
负责审计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等重大

事项。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试点将兼

顾东中西不同区域，选择若干有条件的
县（市）为单位开展，试点工作 2017 年底
完成。”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说，要按照
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于经
营性资产，重点是明晰集体产权归属，将
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探
索发展农民股份合作。对于非经营性资
产，重点是探索集体统一运营管理的有
效机制，更好地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
社区居民提供公益性服务。

土地改革着重还权赋能

针对征地范围过大、被征地农
民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探索
健全程序规范、补偿合理、保障多
元的土地征收制度

资产改革重在明晰产权

对于经营性资产，重点是明晰
集体产权归属，将资产折股量化到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探索发展农民
股份合作

2014 年，我国正式取消棉花
临时收储政策，在新疆开展棉花
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近日，《经济
日报》记者深入新疆植棉区采访，
了解到对于新政策，棉农反响积
极，并表达了三个期盼。

一盼：补贴尽早发放
冬日南疆，薄雪映暖阳。在喀

什市浩罕乡喀日沙喀勒村，村民们
议论最多的是棉补的事。“刚听说
补贴到了乡里，没想到补贴款这么
快就到手了。”村民库尔班·艾依提
算得仔细，“种了 2.5亩棉花，每亩
补 191元，一共 477.5元。”与库尔
班·艾依提一样，浩罕乡还有 917
户棉农领到了补贴款。

其实，浩罕乡棉农拿到手的
只是首批补贴，是按面积补贴的
部分。根据《新疆棉花目标价格
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自治区
财政将补贴分两部分发放，60%
按面积补，40%按交售量补，后一
部分补贴还没到位。

受气候影响，新疆部分植棉
区出苗时遭遇低温和大风天气。
总体上看，2014 年采摘期比往年
推迟了 20 天左右。收获晚，补贴
款到位就晚。春贷秋还，在贷款
期不变的情况下，部分棉农还贷
压力大，势必影响贷款者的信用，
影响今年的春耕生产。

“测算市场平均价有个过程，
不能很快定下来按交售量补贴的额度。”阿瓦提县丰收一
场种棉大户柳青山说，“希望核算出最终数额后，尽快再
补足差额，保证棉农及时归还银行贷款。”

二盼：价格信息服务到农家
国家发布的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 19800 元，是皮棉

的价格。根据新疆棉花生产情况，换算下来每公斤籽棉
目标价格约为每公斤 8.4元。

新疆植棉区主要分布在 60 多个县市和 110 多个团
场，全区约一半农户种棉花。由于棉价波动明显，许多农
民在棉花收获初期惜售情况比较普遍。阿瓦提县阿依巴
克乡农民达吾提·帕提里克分两次向加工厂送棉花，第一
次 2340公斤，籽棉每公斤 6.57元，第二次 300公斤，价格
只有 4.5 元。乌鲁却勒镇农民艾麦尔·阿合尼亚孜由于
没及时雇上拾棉工，23 亩棉花全部以每公斤 5.96 元卖
掉。“棉花卖得心里没底，赶上啥价算啥价。如果有行家
给出主意就好了。”艾麦尔·阿合尼亚孜说。

在阿瓦提县棉麻公司，记者与棉农交谈中了解到，这次
改革试点宣传十分到位，大家希望宣传好政策的同时，相关
部门能提供及时的价格信息，帮助棉农把握卖棉时机。

三盼：机采棉推广再加把劲
乌苏市甘河子镇的肖文道种的是机采棉，他算了一

笔账：机械采棉每亩费用为 190 元，而人工采棉每亩在
800 元左右。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改革试点激发了棉农
多种棉花的意愿，许多棉农希望推广机采棉能再加把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组织化程度高，棉花机械化
生产走在全国前列，目前机采面积占到棉花播种面积的
70%左右。

然而，采棉机一次性投入大，大部分农民心有余而力
不足。目前，新疆棉花机械化采收面积仅占总种植面积的
8%。新疆农垦科学院农机专家周亚立建议，对农民购买
采棉机发放低息贷款，或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扩大机
采棉范围。新疆农机部门提出的目标是，到 2015年，棉花
机械采收水平达到 14.73%，到 2020年达到 35.5%。

新疆棉农领到目标价格改革实施后首笔补贴

—
—

棉花新政

棉农三盼

本报记者

乔文汇

时下虽是三九天气，但天津齐心菌类种植有限公司

的果树棚内温暖如春，蜜蜂在花丛中飞舞授粉。这些蜜蜂

是果农从蜂农处租的，每个大棚仅需一箱共约 4000 只蜜

蜂，大大低于人工授粉成本。 任丽华摄 （新华社发）

“往后我们寻找发展资金又多了一条渠道。”安徽天

益青种业董事长刘良柏说，“过去，种子企业从银行贷款

受到很多制约。有了种业发展基金，企业收购种子、发展

科研项目就有了资金保障。”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日前，由安

徽省财政厅、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国家种业基

金）和安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了安徽现代

种业发展基金。这是安徽首只种业发展基金。

安徽省是种业大省，种子行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设立种业创业投资基金，正是为了打破种子科研机构和

种子企业发展融资瓶颈，通过创投基金公司化运作，扶

持、培育、引导和推动安徽省有优势、有潜力的种业企业

和种子产业深化改革、优化结构。 （鲍广云）

安徽省创立首只种业发展基金

多渠道破解种企融资瓶颈

本版编辑 李 亮

在新时代，农业发展同样

面临着需要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才能解决的困难，面临着需

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才能加

快实现的目标

农村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既是现代农业需要解决的问

题，也是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

难题。解决的道路只有一条，

就是改革创新

靠改革创新推进现代农

业发展，是我国的国情、农情

决定的，它绝不只是一句口

号，也不只是权宜之计，而是

有具体实在的内容、鲜明迫切

的要求和事关长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