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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河北某地上千亩已流转土

地被“毁约弃耕”，流转主体几乎都是种

田不久的下乡工商资本。近来，一些地

方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投机色彩较重，

有的甚至因为盲目上马形成“烂尾工

程”，暴露出“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

田”的弊端。日前，农业部、中央农办

等四部委联合出台文件，强调对工商资

本租赁农地要设立严格的门槛。按照工

商资本租地面积的多少，建立土地流转

分级备案制度。同时，建立工商资本租

赁农地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制度。

资本该投向哪里，本是企业行为。

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热情很

高，流入企业的承包地面积年均增速超

过 20%。目前，工商资本占流转土地的

比例约为 10%。以高效、规模和品牌为

标志的现代农业具有利润诱惑，各级政

府对于农业扶持补贴力度加大，这些都

是资本进军农业的动力。我国农村缺资

金、技术和人才，工商资本作为一种现

代的生产要素进入农业，对推进农业发

展有好处。基于此，国家鼓励工商资本

下乡与农民一起发展农业。

但一些企业到农村租赁农民的土

地，未必是认真搞农业，而是等待着有

一天转变土地性质从事非农产业。有调

查显示，由工商企业直接经营农地，原

承包农户的劳动力只有约20%能够进入企

业工作。由于既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

还要雇用人工，企业为了赢利，多数会

搞“非粮化”生产，有的甚至进行“非

农化”建设。工商资本对土地、水库等

资源占用较大，对生态和环境可能造成

的影响也比普通农户大。一旦经营不善

退出，不仅农民的流转费无从支付，而

且不少土地由于硬化或建大棚也难以

恢复。

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工商企业流转农

民土地期限动辄就 20 年、30 年甚至 50

年。按照法律规定，任何土地流转有效期

都不能超过农村二轮承包的有效期。事

实上，我国二轮承包在 2023 年至 2028 年

陆续到期，以上流转时间已明显违背法律

规定。让人担心的是工商资本与基层行

政力量的结合，一些企业单方面与村委会

签订合同，未经每户村民书面确认而整村

整组地流转土地的事时有发生。

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

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在土地流转问题

上，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又要解决好

农民问题。既要考虑规模经济和规模效

应，也要考虑亿万农民生计的维持。国

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农业的稳定发展

单靠公司农业是不可能的，农业的稳定

发展必须建立在以农业为终生职业的农

民群体基础上。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

性，为保护农民权益，许多国家都有限

制工商企业直接经营农地的法律规定，

在监管方面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应当看到，四部委的文件主要是针

对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地进

行监管和风险防范，而不是排斥真心搞

农业的工商资本。现代农业的发展，既

不能以农民的衰落为代价，又不可能简

单排斥农业企业进入，必然是一种混合

经营的发展态势，农户经营与农业企业

不应是对立关系。工商资本在从事农业

生产方面有优势，但也有不足，有适合

的领域，也有不适合的领域。要鼓励下

乡的工商资本从事农民干不了、干不好

的农业领域，并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

联结机制，不排斥农民，不代替农民。

通过订单农业、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

提供土地托管服务等方式，让农民更多

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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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投机色彩较重，有的甚至因为盲目上马形成“烂尾工程”，暴露出“有

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的弊端。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有关部门要鼓励其根据当地资源禀赋、产业特

征，重点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督，规避可能的风险

遏止工商资本下乡“圈地”
乔金亮

别让假期成为负担
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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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难得的小长假，许多人精打细算，想把假期

充分彻底地“消费”一番。旅游、购物、聚餐，档期

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由于想法扎堆，

与人们兴奋的心情十分不协调的场景频频出现，一些

景点游客爆满、铁路客运一票难求、高速公路上车辆

排成长龙⋯⋯即使假期不出行出游，也可能遭遇各种

烦恼，各种名目的聚会盛情难却，让人疲劳不堪；面

对商家铺天盖地的各种节日促销活动，一些市民不问

需不需要，只管买回一大堆商品，于时间、金钱上都

是一种浪费。如此种种，近乎成为小长假的一种常态

与“风景”。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不协调的场景和情状折

射出人们对假期的纠结与无奈。一些人休完假，不

但没有感到平时的劳累与压力减轻，反而增添新的负

担与烦恼，并且影响到节后的工作。

假期不仅仅意味着娱乐、旅游、购物，不妨把它当

成放松心情和休养身心的契机。假期活动安排劳逸结

合，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放松与休息。随着一些单位休假

制度的完善和公共交通的提速，人们也可以选择年假、

周末等非公共假期错峰出游，从而避开拥堵。如果只能

选在小长假出行，应提前做好“攻略”，一些有特色的

非热门景区也是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注重休闲方式

的多样性，利用假期进行体育锻炼，逛逛书市或图书

馆，读几本好书，与家人、朋友聊天交流情感，骑自行

车远足，职场新人利用假期给自己充电，这些都是不错

的选择。

有媒体记者近日随机购买了8份草莓，均被检测出
含有百菌清和乙草胺两种农药。

【微评】 食品安全关乎群众健康，容不得半点马

虎。由于我国农业种植长期不成规模，农户在生产过程

中常常会为追求产量而过量施用化肥农药，而且由于相

关标准不够高，执法时还不够严肃，一些问题食品便流

入了市场。食品安全是种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只有

政府部门和广大种植户形成合力，才能让百姓吃上放心

的食品。

问 题 草 莓 呼 唤 严 格 监 管

文化部日前通报了两起农村地区“脱衣舞”案件，
并表示下一步将以营业性演出市场为重点，严厉打击

“脱衣舞”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微评】 农村地区上演“脱衣舞”，不仅败坏了农村

的社会风气，也对新农村建设发出了一个警示，那就

是，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丰富农村的

文化生活，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虽说通过加大打

击力度、强化行业自律等方式来遏制淫秽表演在农村蔓

延，能在短时间内起到作用，但终究难治根本。有关部

门必须结合农村实际，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

过“送文化”、“种文化”等多种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和

分享文化建设成果。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亟待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大学生村官为啥受欢迎
拓兆兵

“只会学习”折射畸形教育观
据报道，一个女孩儿从初中起一路被保送，在国内读

到博士后，又去美国一所著名大学拿了个博士后。这位
“双料博士后”表示，自己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

【微评】 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辈子在学习考试中度过，

生活在一个近似真空的环境里。然而，生活中不少父母

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了孩子其他能力的养成。

古人讲“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真正爱孩子，父母

就要关注孩子身心各方面的成长和发展，为将来独立走

向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笔者日前到黄土高原调研。如今，黄土地上的人

们已彻底解决温饱问题，乡亲们表达了对生活进步的

满意，也反映了村主任与合作社合伙贪占村民农业补

助款的问题。最后，一个农民感叹地说了一句：“还是

大学生村官好啊！”

农民的话让笔者一惊。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刚走出校门的学生确实没什么社会经验，而中国农村

在传统上又是极其重视经验的，那么农民为什么会喜

欢大学生村官呢？审视当今农村基层概况，结合近几

年在农村基层调研了解的情况，笔者梳理了大学生村

官的优点：

一是积极作为。大学生村官有热情有责任感，不

管行不行，首先会充满热情地去干，有好项目会为大

家争取，有困难会尽力去帮助。久而久之，大学生村

官赢得了村民的喜爱。

二是公正公平。大学生村官年轻正直，有原则，

讲道理，平等对待村民，赢得了村民的尊重。

三是观念新。大学生村官知识新，学习能力强，

熟悉新科技，懂得利用新型商业模式组织农产品销

售，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四是能创业。许多敢闯敢试的大学生村官热情创

业，将村民组织起来贷款办合作社、办公司，得到了

村民的支持。

五是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有大学生村官的村子，

乡村广场舞、篮球比赛、春节晚会等文化娱乐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丰富了农村生活，促进了农村和谐。

本来，大学生村官是国家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和农

村发展缺乏人才设计的一项具有暂时性质的制度，目

前的大学生村官岗位也只限于村支书助理或村主任助

理。但从实际情况看，大学生村官普遍受到农民欢

迎，在一些地方，大学生村官的威信甚至超过职业村

官，构成对传统村官的挑战。从表面看，这是由于大

学生村官表现良好；从深层来看，这反映出农民对现

代乡村管理制度的期盼。

当前，我国正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正

快速变革。在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

基 层 管 理 工 作 非 但 不 能 放 弃 ， 还 要 大 力 加 强 和 创

新，迫切需要大学生村官这样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

才干。因此，大学生村官制度应该提升为一项长期

工程和长效制度。

如 此 翻 译如 此 翻 译

近年来，在公共场所“出洋相”的洋文标识并不少

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加快，国际合作日益密切，一些

公共场所设立的双语标识渐渐多了起来，一方面方便了

外国友人；另一方面由英文单词拼写错误、“中式英语”等

造成的雷人翻译，也给城市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于

城市管理者而言，既要重基础设施等硬件升级管理，也要

重标示翻译等“文化细节”。 （时 锋）

蒋跃新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