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15 2018年7月25日 星期三

执行主编 王薇薇 责任编辑 秦文竹

联系邮箱 jjrbcs@163.com

小农户不是

大生产的对立面
□ 农 兴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透过天边数
朵白云，缓缓洒落在美丽的海南省
三亚市吉阳区吉阳镇中廖村，微风
拂面，树木沉香。

早晨 7 点，村民黄菊金头顶草
帽，扛着锄头来到自家的紫薯地，熟
练地除去地里的杂草；村民黎鹏飞
家种的是芒果，芒果树的打理是一
项细活，要及时将病枝、叶、花剪除，
集中烧毁，杀灭虫卵；村民麦亚连背
着一个喷雾机，给自家菠萝蜜树喷
洒营养液，强壮树势；村民孙发宾则
在照顾鹅圈里的鹅，“嘎嘎嘎”的叫
声中，盆里的食物被一抢而空。

待到田间劳作结束，村民们的
“第二身份”开始亮相，原来他们都
是中廖村演艺队的队员。黄菊金是
领队，和黎鹏飞一起负责日常接待
游客，在演艺小院表演黎族歌舞。
孙发宾任调音师，他曾在北京学习
两年，考取了音响调音员的高级证
书，返乡后吃上了家门口的“旅游
饭”。麦亚连则主要负责展现织黎
锦技艺。

表演时的黎鹏飞总是给人惊
喜，不仅能歌善舞，还精通各种黎族
乐器。黎鹏飞说，她自小就喜欢唱
歌跳舞，华侨城海南集团进驻中廖
村后，在村民中招募演职人员，她就
报了名。

麦亚连展示的是黎族织锦技
艺。麦亚连说，原来没想到织黎锦

能引得游客欣赏，还能有一份表演
收入。

演出结束，演员们迎来了美好
的午后闲暇时光。

黄菊金通常会去“村上书屋”喝
茶、看书，与小姐妹共同学习交流。
别看“村上书屋”藏书不多、空间不
大，寄托的却是中廖村村民的文化
自信与精神需求。黎鹏飞找了个凉
快、安静的树荫下坐着绣十字绣，只
见她手握一块白布，绣针上下飞舞、
来回穿梭。十字绣颇受游客欢迎，
有些作品会被当场买走，也是一份
额外收入。

原本外出打工的青年成了宣传
家乡的主力军，不少人经常邀约朋
友和同事回来游玩。麦亚连说，越
来越多的游客让村民们看到了商
机，她小姨家的餐厅正是这样诞生
的。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熟悉
中廖村，来到中廖村，爱上中廖村。

夜幕下的中廖村，天空与星空
帐篷交相辉映。黎鹏飞一边仰望着
夜空一边告诉记者，随着游客越来
越多，村民逐渐变得讲卫生、讲礼
仪了。过去，村里人喜欢随地扔垃
圾，如今村庄变得漂亮整洁了，大家
都很自觉地将垃圾扔到垃圾桶里，
如果发现路上有果皮等，也会有村
民自觉捡起来。她希望中廖村能开
发一些夜间旅游项目，让村子的夜
晚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黎家人充实的一天
本报记者 杨阳腾

目前，我国仍有包括 2.6 亿农
户的 6 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承包农
户为2.3亿户，其中多数是小农户。
提到小农户，很多人简单地认为其
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障碍，其实，
小农户并非大生产的对立面。乡村
振兴战略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应当看到，现代
化的小农户恰恰是今后相当长阶段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

要客观看待当前小农户的作用
和地位。一方面，当前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蓬勃兴起，小农户确实面临
相对被动的局面。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需要有先进的经营理念、一定的
资金投入、专业的营销能力，而小农
户运用现代生产技术、信息手段、金
融服务的先天能力不强，在市场竞
争中难以把握发展机会。另一方
面，小规模的兼业农户占大多数且
长期存在，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
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小农生产在解
决农民就业增收、促进农村社会和
谐稳定、传承农耕文明等方面都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农户大量且长期存在，既是
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与一般农业
发达国家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没
有小农户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国
的农业现代化。“三农”问题的核心
是农民问题，要实现农业问题和农
民问题两道难题一起解，只有将小
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上

来，不断提升小农户整合资源要素、
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才能实现农
民增收和产业发展齐头并进，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

如何助推小农户的现代化？要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既要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要扶持小农
户生产，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强化政
策扶持、改善创业服务等多种方式，
让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收益
更多地留在主产区、留给农民，增加
小农户收入。在小农户生产的基础
上，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一
家一户小生产融入到农业现代化大
生产之中，让他们更好地分享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

要按照“利在农民、惠在农村”
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农业补贴，让财
政补贴更多更广惠及农民群众特别
是小农户。目前，有些地方在探索
将财政补助资金以股份形式量化到
农民合作社成员或农户，使小农户
也能参与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利益
分配。这种尝试值得鼓励，今后要
激励新型农业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紧
密型利益联结机制，让处于产业链
低端的小农户也能分享财政支农的
政策红利。

总之，要在政策、产业等方面下
功夫，构建相互协同的支撑体系，支
持各类新型主体到农村创业创新，
带动小农户发展特色化、小众化、中
高端、高附加值的产业，共同分享农
村改革发展成果。

中廖村演出团队表演黎族歌舞。 杨阳腾摄

3000万亩！这是中国社科院农
村所日前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2017）》透露的全国农村居民点闲
置用地大致面积。《报告》指出，新世
纪第一个 10 年，农村人口减少 1.33
亿人，农村居民点用地反而增加了
3045 万亩。每年因农村人口转移，
新增农村闲置住房 5.94 亿平方米，
折合市场价值约4000亿元。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宅基地
“三权分置”，目标之一就是盘活这笔
闲置财富。这也意味着几十年来形
成的集体所有、无偿分给农户占有使
用的宅基地权利，由两权细化成了三
权。集体所有权不变，但农户的占有
使用权，分解为资格权和使用权。在
依法授权的试点地区，农户可以将使
用权转让、抵押。今后，宅基地不仅
承担农民的住房保障功能，也将具有
资产要素功能。

焦点：
闲置农房成改革症结

近日，山东高青县菜园村海创生
态园旅游公司经理吴玉杰在村里一
口气租下了 15 户闲置院落，用来打
造精品民宿。村民吴丙强将自家的
宅院租给吴玉杰后，终于放下心中的
石头，“在城里买了房，村里的房子就
一直闲着。卖掉吧，怕以后没了落脚
地；不卖吧，房子闲着也可惜”。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让这
种窘况一下子反转。“只要依法拥有
了宅基地使用权，房屋租出去就不用
怕收不回来。”高青县国土局副局长
董和平的一席话，解开了吴丙强心里
的疙瘩。

我国农村宅基地数量可谓庞
大。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建设用地面
积为91612平方公里，而农村建设用
地面积为191158平方公里。农村建
设用地主要包括乡村企业用地、公益
性建设用地及宅基地三部分，其中宅
基地面积占大头。随着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当前进城务工农民总数达
2.8亿人，加上近亿人变成城镇居民，
大量的宅基地因此处于低效率利用
状态。湖北省武汉市调查显示，全市
1902个行政村农村房屋共73万套，
其中长期空闲的农房占15.8%。

宅基地是我国特有的土地制
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
部部长叶兴庆说，其特征可概括为

“集体所有、成员使用；一户一宅、限
制面积；免费申请、长期占有；房地分
开、差别赋权”。这保障了农民居住
权，无论穷富都有一块宅基地用于自
建住房。但伴随发展也存在一些问
题，免费申请和占有宅基地，导致一
户多宅、建新不拆旧等“公地悲剧”普
遍发生；随着农村人口外流增多，农
房空置现象加剧；农民住房财产权和
宅基地使用权权能不充分，农民财产
权利受到约束；宅基地抵押、超范围
流转、建造“小产权房”等法外现象大

量存在。
针对农户宅基地取得困难、利用

粗放、退出不畅等问题，健全依法公
平取得、节约集约使用、自愿有偿退
出的宅基地制度成为改革目标。自
2015年起，宅基地制度改革在33个
县市区试点，除浙江、四川各有两个
县外，其他 29 个省份均有一个县进
入试点。今年，试点延期一年，同时
中央正式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
业内认为，“三权分置”统筹解决了稳
定与放活的矛盾，把握了“变”与“不
变”的关系，既维护了农村土地占有
关系的稳定性，又顺应了部分农民想
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的意愿。

创新：
农房财产权抵押试水

原定于 2017 年底完成的农村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经批准也正在
延期，入夏以来，各地不断传来试点
的最新进展。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成
都分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6 年
1月到2018年6月末，成都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累计发放115笔，金
额3.26亿元。今年6月底，浙江省德
清县举行首批宅基地“三权分置”签
约发证现场会，这是全国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试点地区颁发的第一批宅基

地“三权分置”证书。
浙江义乌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

之都，被确定为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试点城市，承担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任务。在义乌的农村，有大量的淘
宝店、批发商需要租住宅基地、民房
用于日常运营。如今，农村宅基地和
农房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拿到不动
产证后，农房就能办抵押了。义乌市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17年底，已
颁发农房不动产证 2 万多本。农民
经商办企业用钱，可以不用找人担
保，只要凭自己的不动产权证就可以
到银行办理。目前，义乌全市 24 家
金融机构均可开展此项业务。

长期以来，根据物权法、担保法
规 定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不 得 抵 押 。
2015 年，经全国人大授权在试点县
调整相关法律条款，全国 59 个试点
县（市、区）被纳入“农民住房财产权

（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
这意味着试点地区暂时放开对宅基
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限制。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农村“两权”
抵押试点开展以来，90%以上的试点
县（市、区）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或土地流转中心，1180 家金融机构
建立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管理制度
并落地试点业务，对不良贷款容忍度
等方面也作了特殊安排。一些重点、

难点问题开始破题。
记者了解到，试点中，一些地方

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丰富抵押
物价值评估方式，采取农村承包土地
的经营权抵押物“预处置”模式，提前
找好抵押物处置接受方，并通过与土
地流转经营公司、农业龙头企业、担
保公司合作等创新转让模式。试点
的两年多时间里，各地还设立了风险
补偿基金，探索引入农业保险和小额
贷款保证保险等降低金融机构风
险。而且，通过培育发展农村产权交
易市场，一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通过“两权”抵押贷款扩大了生产规
模，并通过吸纳农民就业和股份分红
等形式带动农民增收。

底线：
宅基地权益属于农民

当前，各类主体返乡下乡创业创
新面临“用地难”。以乡村旅游为例，
如果没有土地指标，没有可利用的农
房，就没有空间发展。大兴区是距离
北京市区最近的郊区，成为当前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多项试点交汇点：是农
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也是“三块
地”改革试点，还是农地入市建租赁
房的试点。在大兴，当地村民建造房
屋，城里人租下来，专门经营农家乐、
发展乡村旅游。适度放活宅基地使
用权，让城市人参与到对宅基地的利
用中，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打开了新
空间。

今年 7 月，山东省印发了《关于
开展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促
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根据东中
西部、远近郊区和山地平原特点，兼
顾不同发展阶段和模式，每个设区市
确定 1 个试点县。按照房地一体的
原则，合理确定宅基地和农民房屋通
过转让、互换、赠予、继承、出租、入股
等方式流转的适用范围，设定流转期
限、途径和用途。山东本着“对非法
占用的行政强制退出、合法闲置的经
济杠杆调节、自愿退出的合理补偿激
励”的原则，探索有偿转让、有偿调
剂、有偿收回等方式，引导农村宅基
地以多种形式规范有序退出。

“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关键
是处理好居住权与财产权的关系。”
自然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董
祚继说，居住权是农户作为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不论宅基地如
何流转，都不能改变农民家庭作为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居住权。农户有
权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但资格权的
退出应以农民在城市里稳定就业和
稳定居住为前提。可建立资格权退
出的反悔机制，允许进城务工农民基
于身份，重新从集体经济中取得使用
权，但原退出所获补偿应退还集体。

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告诉记者，
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不同于承包地

“三权分置”。对承包地“三权分置”，
政策是鼓励适度集中的，而对宅基地
就不存在鼓励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
问题。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不是
让城里人到农村买房置业，而是吸引
资金、技术、人才等城市要素流向农
村，使闲置农房成为乡村振兴的产业
载体、农民增收的鲜活资源。改革的
目的是进一步盘活宅基地，发展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出发点是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和
土地增值收益。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持续推进

唤醒3000万亩农村闲置用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目

标之一就是盘活农村闲置用地这笔财富。这也意味着几十

年来形成的集体所有、无偿分给农户占有使用的宅基地权

利，由两权细化成了三权。如今这项改革正在持续推进中，

为实现乡村振兴打开新空间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湖库面积
达20 多万亩。近年来，该县充分发
挥湖库孤岛多的优势，一手抓网箱
围汊拆除工作，一手抓湖库孤岛绿
化工程建设，既改变了生态环境，又
提高了经济效益，使全县406个湖库
孤岛成为百姓的“聚宝盆”。

围绕转变发展思路，今年该县
双管齐下，一方面投资 7000 万元，
对1024户网箱养殖户和537户围汊
养殖户进行整改，完成富水库区拆
围面积 77.58 万平方米，保护水资
源。另一方面投资6800万元，抓好
富水库区沿湖孤岛绿化，加快生态
旅游和产业开发，新发展油茶基地
2.8 万亩，林果基地 1.5 万亩，带动

4671户库区群众从事种植业。
通山县按照“一个区域一个亮

点”和“种一片绿一片”的要求，将湖
库孤岛绿化工程与带动群众致富相
结合，实行湖岛山边种树，湖岛山下
建农庄。燕厦乡75%以上的群众生
活在库区沿岸，该乡引进深圳康雅
园林公司在富水大坝上游湖面建富
水乐园，在沿湖两岸发展种植业。

大畈镇地处富水库区湖畔，是
全省有名的贫困乡镇。该镇以省纪
委在板桥村驻点帮扶为契机，将该
村沿湖的 150 亩荒山打造成枇杷产
业扶贫基地，在枇杷果园内建成 20
亩枇杷酒庄。基地由通山协力绿色
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导投资运营，

村里以项目资金和土地入股，实行
村企共建，建成集果酒酿造、旅游观
光、休闲采摘于一体的扶贫产业综
合体。板桥村村委会副主任章勋安
介绍，目前，村民正在组织采摘工
作，今年产量可达160万斤。村民章
拔鹿说，种植枇杷的农户今年户均
收入可达4000元。

闯王镇宝石村采取让村民以塘
库入股的方式，将各家农户享有的
塘库承包给湖北九龙泉石蛙养殖公
司，建起标准化石蛙养殖场，年收入
达350万元。同时，该公司还在石蛙
池上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实行渔光
互补，每年发电收入10万元，该公司
从石蛙养殖和池面光伏发电的纯收

入中拿出 14 万元分给 15 户贫困
户。目前，全县有1629户贫困群众
利用湖库养殖小龙虾、石蛙、鳜
鱼、鳙鱼、泥鳅 2.6 万亩，年产值
过亿元。

如今，通山县通过保护生态环
境，盘活山水资源，大力发展种植养
殖业，着重推进乡村旅游、光伏发电
和“互联网+”等产业发展模式，让群
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目前，该
县新建水果基地2.5万亩、油茶基地
3.6 万亩、楠竹垦复 6 万亩，带动了
7200户贫困户户均增收6000元，建
成“一村一品”产业扶贫示范基地43
个，带动 8000 多户种植户、3486 户
贫困户户均增收8000元。

湖北通山县

湖库孤岛成致富“聚宝盆”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阮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