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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家买新车了！”日前，山
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王营村党
支部书记常继锋一大早就发现一辆
崭新的小轿车停放在村民周向雷的
家门口。“村里500多户人，几乎
家家都有车，多得路上都快停不下
了”。

几年前可不是这样。“以前村
里是土路。晴天土，一天要刷几遍
车，雨天泥，车都开不到家门口。
买车的人自然不多。”常继锋对记
者说，“农村修路是件大事，这几
年一直在推进。2011 年，村里自
筹 60 万元，镇上配套 132 万元，
新建1512米柏油路；2012年，村
里自筹 22 万元，镇上配套 11 万
元，区里再补贴 68 万元，又修了
1603 米长的环村路。经过多年投
入，现在村里大街小巷都是柏油
路，硬化到了每家每户的家门口，
村民的心气儿大不一样了”。

与王营村一样，临淄区很多村
的变化都从修路开始。2009 年
起，临淄区顺应群众不想“踩泥
窝”的意愿，按照“政府主导、农
民主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社
会参与、多元投入”的原则，对未
列入合村并居计划的 370 个村居，
探索实施“财政补一点、村居筹一
点、群众出一点、社会捐一点”的
多渠道筹资模式，在全区全覆盖实
施了道路硬化工程。区财政补贴采
取实物水泥补助的方式，按照批准
的建设计划予以先行拨付。近年
来，临淄区财政累计投入 1.3 亿
元，带动镇村及社会资金近 3 亿
元，累计新建、改建农村主干道
711公里、次干道520公里，所有
村居大街小巷全硬化、无死角，道
路村村连、户户通，农村村容村貌
得到明显改观。临淄区进一步结合
完善农村公路运营服务网络，发展
镇村公交，目前，临淄区414个行
政村中，公交通行率达100%。

农村路不仅便利了村民出行，
更为乡村经济带来了活力。临淄区
皇城镇是蔬菜大镇，盛产西红柿、

西葫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蔬菜大
棚。然而前些年，由于道路条件
差，菜农运菜一直是个大难题，赶
上阴雨天车进不来，背扛肩挑累人
不说，还会把菜磕着、碰着。“那
时候进大棚的路坑坑洼洼，拉着菜
揪着心，‘咯噔’一声，三五毛钱
就没了。新摘的蔬菜被磕碰，就没
人愿意要，卖不上好价钱。”临淄
东科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于永先
回忆说。

变化从修路开始。“我们不仅对
各村内道路进行了硬化，还给各大
棚区修了生产路。”皇城镇党委书记
郭亦华介绍，全镇建起了“六纵六
横”水泥路网，收购蔬菜的货车可以
直接开到地头，一举改变了雨天车
进不去、菜运不出的尴尬局面。

路修好了，销售网络也逐渐建
立起来。皇城镇在北京、上海、太
原等 40 多个国内大中城市设立了
直销市场，蔬菜直销北京、上海、
太原等40多个国内大中城市。“早
上5点摘的菜，不到一天就能到北
京，两天就能到上海，带动我们的
收益提高超过20%。”于永先笑着
说。得益于道路建设，皇城镇建起
了大小蔬菜合作社 70 多家、龙头
企业 30 多家、大型农场十几处，
蔬菜年收入达80多亿元。

“2017 年 12 月 底 ， 习 近 平
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
出重要指示。他强调，既要把农村
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
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
障。修路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在农
村公路上竖了路灯、搞了绿化、装
上垃圾箱、配上管护员，一定要把
道路管好、护好、运营好。”临淄
区委书记宋振波说，“如今，翻开
临淄区的交通路网图，你能看见一
条条乡间小路串起各个村落，一条
条宽阔大道通向四面八方，内外畅
通、主次衔接、村村相连。这些

‘毛细血管’通了，乡村经济社会
发展才能更有活力”。

山东淄博临淄区“四好农村路”建设见成效

通了“毛细血管”

活了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栾笑语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相山镇山
斜村村民宋国庆，近年来将村中的
400多亩抛荒地租下来种水稻，年
收入 30 多万元，并常年聘请 4 个
村 民 帮 忙 种 地 ， 每 人 年 收 入 3
万元。

在崇仁县，像宋国庆这样的职
业农民有2000余人，承包土地面
积超过 17 万亩，职业农民挑起了
该县农业发展的“大梁”。

近年来，为破解“种田荒”难
题，崇仁县在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的同时，鼓励农民通过承包或租
赁方式大力发展规模种植。为解决
职业农民用地问题，该县支持各类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种粮大户等将分散的地块集
中流转起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工商部门
对现代农业经营所需土地，由流转
方和农民面对面“谈判”定夺，工
商部门、村委会居中协调，以现金
补偿、实物补偿、入股分红、补偿
加分红、托管、半托管等形式，实

现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白陂的生姜、六家桥的麻鸡、石桥
的黄花菜、相山的高山大米、河上
的葡萄、郭圩的大棚蔬菜、三山的
灵芝……依托特色农产品，一支支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构建起来。

为帮助职业农民做大规模，
崇仁县相关部门加快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并按照因人而异、注重
实效的原则，积极促成新型职业
农民与贫困户之间通过农商行信
贷资金“捆绑”方式结成对子，
不仅解决贫困户的就业问题，还
能通过面对面传授农业技术，使
贫困户不断提高生产技能，增强
发家致富本领。

三山乡聂家村村民聂国军，受
益于新型农民技能培训，掌握了灵
芝种植技术。他创立了江西罗山峰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针对贫困农户
培训灵芝种植技术，并采取“电
商+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带
领贫困户种灵芝，如今入社贫困户
年收入可达3万元以上。

江西崇仁县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职业农民挑大梁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崔伟群

北京延庆区的深山里，一片片芳
香馥郁的香草，正成为让山里人走上
富裕路的希望。

今年，延庆区大庄科乡黄土梁村
村民郝秀萍不用再为去哪儿打工发
愁了。37 岁的她踏踏实实待在村
里，成为一名手工皂“匠人”，生产黄
土梁村自种、自提的金盏菊精油手工
皂。在金盏菊的清香中，郝秀萍圆了
家门口的就业梦，深山沟里的黄土梁
村民也看到了发家致富的希望。

黄土梁村隶属于北京延庆区大
庄科乡，处于云蒙山东麓的深山区，
祖祖辈辈靠种植玉米、谷子、高粱为
生。连绵起伏的山岭，留住了纯天然
的环境，山坡上的红果、板栗、核桃也
为村里人提供了增收来源。但是，高
山峻岭仍然阻隔了交通，限制了发

展，迫使村里的年轻人出门打工。
对郝秀萍来说，出门打工是不得

已的选择。丈夫常年在莲花山巅守
护山林，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她每
天起早贪黑，往返 20 多公里山路去
农家院打工，因而无法照顾家里的老
人和孩子。

村里去年开始发展的香草产业，
给了郝秀萍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来自北京农学院的驻村第一书记李
志敏，为黄土梁村引进种植了几亩金
盏菊。这种喜光照、耐瘠薄的菊科植
物，花期长达半年，黄澄澄的亮色给
山村带来了生机。

花儿种起来了，制作手工香皂这
一技术性环节，由谁来挑头儿？村党
支部反复研究，决定让郝秀萍挑大
梁。要让从小干农活的山区妇女成

为合格的“匠人”，掌握手工制皂的全
流程，技术指导不可少。来自北京农
学院的老师万菊兰手把手教了一个
月，如今郝秀萍已经能精准把握提
纯、调制、入模、出模等步骤。

比如，提纯时要透过光线仔细
观察，原料提至晶莹透彻，才能制造
出洁净的手工皂；再经过精密称量，
按科学配比，充分混合调制；皂液入
模、充分晾干成型后，需反复检查模
具中香皂的硬化程度；出模，是考验
手力精准的环节，双手平稳发力，手
指不触碰香皂，才能使一块完整的香
皂脱模而出。

郝秀萍十分珍视这份来之不易
的工作。自从在家门口做香皂，她不
仅每月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还能
自由安排时间，照顾好老人和孩子。

说起未来，郝秀萍表示，“大伙儿这么
信任我，我一定尽心尽力好好干，带
领村里的人一起做香皂”。

黄土梁村村民们制定了一个“小
目标”，他们今年要生产10万块手工
香皂，创造出20多万元集体收益。

如今，大庄科乡正在把香草产业
这篇文章做大，将“夏种香草，全年制
皂”的香草产业，拓展为乡里重要的
增收渠道。除了黄土梁村，沙门、董
家沟等村庄发展出了育苗、种植、提
油、加工精油制品、香草文化展示等
完整的产业链。

未来，随着香草产业发展，大庄
科乡农民将更多把土地流转出来收
取租金，并像郝秀萍一样在家门口就
业。他们将打造一座座“香草文化特
色村”，建设让城里人艳羡的新农村。

北京延庆大庄科乡“夏种香草、全年制皂”

香草产业给深山沟带去发展生机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通讯员 贾文程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跨省
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这两份办
法创新性地把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
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统筹协调，引起
外界关注。

《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
理办法》中明确提出，跨省域补充耕
地国家统筹，是指耕地后备资源严
重匮乏的直辖市，占用耕地、新开垦
耕地不足以补充所占耕地，或者资
源环境条件严重约束、补充耕地能
力严重不足的省，由于实施重大建
设项目造成补充耕地缺口，经国务
院批准，在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省份
落实补充耕地任务的行为。而且，
重大建设项目原则上限于交通、能
源、水利、军事国防等领域。

是不是发达地区省份可以用资
金换需要补充的耕地？欠发达地区
是不是据此可以得到难得的发展资
金？会不会大干快上、导致资金充
裕的城市新增大批建设用地？

土地换资金如何实现双赢

此次文件提出跨省域
补充耕地资金，将全部用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曾表
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耕地的占补
平衡，对于建设用地紧张的大城市
而言，是用资金换土地的好办法；对
于广大用地相对充裕的贫困地区来
说，可以让土地产生更大效用，换取
急需的发展资金。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起源于
2006年。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2
年，依法批准的建设占用耕地 2226
万亩，对应完成补充耕地2266万亩，
绝大部分项目提前落实补充耕地，做
到了“占一补一”和“占优补优”。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
当前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
深入推进，耕地后备资源不断减少，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占优补优的难度
日趋加大，耕地保护面临多重压力。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实施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
占补平衡的意见》。在这份文件上，
首次提出“控占用、调方式、算大账、
差别化”的思路，由此构建了我国耕
地占补平衡的一个新思路：县域自
行平衡为主、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
适度统筹为补充。

这一制度将发挥利益杠杆调节
作用，通过收缴国家统筹补充耕地
费用，在承担补充耕地任务的省份
集中投入资金用于补充耕地和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

据介绍，“十三五”时期，全国耕
地整体可以做到占补平衡，绝大多数
省份可以在省域内做到占补平衡。但
个别后备资源严重匮乏省份，国家需
要对其实施补充耕地适度统筹。

此次文件规定，经国务院批准
补充耕地由国家统筹的省、直辖市，
应缴纳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以占
用的耕地类型确定基准价，以损失
的耕地粮食产能确定产能价，以基
准价和产能价之和乘以省份调节系
数确定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收取标
准。对国家重大公益性建设项目，
可按规定适当降低收取标准。

其中，基准价每亩10万元，水田
每亩20 万元。产能价根据农用地分
等定级成果对应的标准粮食产能确
定，每亩每百公斤2万元。根据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将省份调节系数分为5
档。如一档地区为北京、上海，调节系
数为2；二档地区为天津、江苏、浙江、
广东，调节系数为1.5等。

规定要求，跨省域补充耕地资
金，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一
部分安排给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
任务的省份，优先用于高标准农田
建设等补充耕地任务；其余部分由
中央财政统一安排使用。

跨省统筹会否导致两极分化

为防止可能带来的分
化问题，对统筹范围、控制
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规模、
增加的规划建设用地使用
方向等都做出了严格限定

曹卫星曾表示，国家将严格限
定统筹范围，严格控制纳入国家统
筹的省份和重大建设项目类型；同
时，将坚持省域内平衡为主，控制补
充耕地国家统筹的规模。

此次颁布的办法也提出，跨省
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应坚持耕地保
护优先，强化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
控，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从严控制建

设占用耕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同时，明确范围，确定规模。坚
持耕地占补平衡县域自行平衡为
主、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适度统筹
为补充，明确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实
施范围，合理控制补充耕地国家统
筹实施规模。

同时，对补充的耕地质量也提
出相应的要求。要求以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及相关规划为依据，以土地
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为
主要来源，先建成再调剂，确保统筹
补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
低。建设用地报批时，用地单位应
按规定标准足额缴纳耕地开垦费，
补充耕地方案应说明耕地开垦费缴
纳和使用国家统筹规模情况。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则指出，帮
扶省份要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扩
张，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水平较低、规
划建设用地规模确有不足的，可使用
跨省域调剂节余指标少量增加规划
建设用地规模，并在新一轮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编制时予以调整。增加的
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原则上不得用于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利好贫困地区发展

这两份文件对于深度
贫困地区是重大的政策支
持，调动各方力量提供资金
支持，实现合作共赢

《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
理办法》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约束耕
地占用，发挥经济发达地区和资源
丰富地区资金资源互补优势，建立
收益调节分配机制，助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

这对于深度贫困地区是重大的
政策支持。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这样获得的资金对于扶贫搬
迁起到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如河
北阜平县据此获得20亿元以上的财
政资金收入，其本身的财政收入只
有不到3亿元。目前，将近三分之一
的省份试行后，已经产生了200多亿
元的经济效益。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
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同时提
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跨省域调剂，是指“三区三州”及
其他深度贫困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由国家统筹跨省域调
剂使用。

同时要求，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任务，调动各方力量提供
资金支持，实现合作共赢。调剂资
金支出列入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一
般性转移支付，全部用于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优先和重点保障产生节余指标
深度贫困地区的安置补偿、拆旧复
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生态修复、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业农村发展建设以及购买易
地扶贫搬迁服务等。

分析人士表示，这些政策有利
于加强对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补偿
激励，调动补充耕地地区保护耕地
的积极性。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再出新政，进一步规范土地统筹调剂

土地管理算好“大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近日国办印发的两

份文件，创新性地把耕地

和城乡建设用地在更大

范围内进行统筹协调，运

用经济手段约束耕地占

用，发挥经济发达地区和

资源丰富地区资金资源

互补优势，建立收益调节

分配机制，助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将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后的耕地划定为永久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将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后的耕地划定为永久基
本农田本农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山东淄博临淄区建设完成的农村公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