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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如何确权

亟待明晰
□ 博 雅

土地确权是为了明晰农村集体

土地的权属问题，现在却让一部分

农民伤脑筋。

目前，很多地方土地确权工作

已近尾声，一些地方的农民反映，自

己村里的土地正在进行确权，多出

来的土地村里要求农民每亩交纳一

笔土地承包费。农民不愿意交，村

里就表示不负责将这些多出来的土

地纳入合法开荒的新增集体耕地，

这些土地也不能享受玉米种植者补

贴、粮食直补等国家相关补贴政

策。而且，等国家政策进一步明确

后，这些地还将纳入村集体机动地

管理，执行公开竞价发包政策。

这些多出来的土地，有的是以

前人工测量导致的误差；有的是过

去承包地不算田埂，后来土地整合，

田埂变成了土地；有的是以前农民

为了少缴农业税，把土地面积报少

了；有的是农民开垦的“荒地”。现

在，争议最大的就是农民开垦的“荒

地”。

一些地方默认农民开垦的土地

属于农民的承包地，顺顺利利地给

农民确了权；一些地方认为二轮承

包地以外的土地属于村集体土地，

要求农民交土地承包费，否则不能

确权。而农民认为，自己花钱费力

开垦的荒地，就是自己的土地，现在

要确权了，村里却让他们交土地承

包费，难以接受。

在土地确权过程中，多出来的

土地如何确权，法律没有明确说

明。笔者认为，除了要抓紧在法律

层面规范“荒地”权属外，还要对目

前各地的做法区别对待。那些从农

民利益出发，没有借土地确权向农

民征收“荒地”承包费的地方，虽遵

从了农民意愿，却造成了全国层面

的不均等，后续影响值得深思；那

些由地方政府统一征收“荒地”承包

费的地方，应该向村民们说清楚承

包费的流向，解其疑惑；那些把取之

于民的承包费用之于民的地方，其

做法是受到农民欢迎的。例如，一

些村庄利用“荒地”的土地承包费发

展村集体产业，规划、建设乡村，

提高村民福利，实实在在地为民谋

利。不过，也有一些村干部借土地

确权谋私敛财，“荒地”承包费进了

村干部的私囊，这也是农民最担

心的。

土地确权是一件事关农民土地

权益保护的大事，政府一定要把好

事办好。

立秋已过，夏粮收购仍在进行
中。今年是粮食由“政策性收购”向

“市场化收购”转型的重要时期，最低
收购价执行预案启动区域有所缩小，
托市收购量继续下降，市场化收购比
重进一步提高。但是，今年夏粮收购
量有所下降，原因何在？会不会对粮
食市场产生影响？经济日报记者深
入小麦主产区进行采访。

小麦减产优质粮源紧俏

8月份的一天，在位于山东省德
州市夏津县经济开发区的发达面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日报记者见
到了山东德州夏津县香赵庄镇莫庄
村农民莫新明，已经 71 岁的他仍然
经营着自家的 6 亩地。莫新明今年
种了 4.5亩小麦，亩产量 1000 斤，与
去年亩产量 1300 斤相比，减产 300
斤。和很多农民家庭一样，他家今年
新收的小麦都储存起来了，除了留足
一家人1年的口粮外，剩余的麦子等
明年新麦上市之前再卖。

“今年德州小麦呈现减产趋势，
小麦品质有所下降。”山东德州市粮
食局副局长李安峰说，主要原因为：
一是去冬今春基本没有有效降水，旱
情较为严重，小麦生长受到影响。二
是冬季低温，立春之后气温持续降
低，小麦死苗加重。三是受天气等不
利因素影响，部分麦田纹枯病、茎基
腐病发生严重，条锈病、赤霉病普遍
发生，部分地块麦蜘蛛发生严重。虽
然德州各县市区均采取了各类防控
措施，仍然没有扭转小麦产量减少和
质量下降的局面。

记者了解到，今年小麦主产区普
遍存在小麦减产、品质下降的问题，
山东、河北等地小麦减产幅度较小、
品质较好，而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
部分地区小麦减产幅度较大，超标小
麦数量多。安徽省宿州市栏杆镇栏
车村粮食经纪人郭奇说，今年他们村
小麦减产大约20%左右。

小麦减产是造成今年夏粮收购
量下降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截至 8 月 5 日，
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 3844.4 万吨，
同比减少1924万吨，其中：河北收购
335.4 万吨，同比减少 82.3 万吨；江
苏收购 948.3 万吨，同比减少 237.7
万吨；安徽收购 428.6 万吨，同比减
少407.6万吨；山东收购646.4万吨，
同比减少 92.3万吨；河南收购 803.3
万吨，同比减少 999.1 万吨；湖北收
购129万吨，同比减少102.8万吨。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来
看，小麦产量下降、收购进展缓慢，不
会对粮食市场造成影响。首先，目前
农民手中余粮仍然较多，市场有大量
粮源滞留于流通领域，可调节市场供
需。其次，我国粮食连续多年丰产丰
收，小麦库存充足，小麦集中收购结
束后市场拍卖仍将恢复。这些因素
都会抑制后市小麦价格大幅走高。

但是，小麦产量下降直接影响种
粮农民收益。各地积极采取措施推
动夏粮收购，在引导市场化主体做好
收购的同时，河南、安徽、江苏等主产
区及时启动了小麦托市收购，受灾较
为严重的湖北、安徽还启动了超标小

麦临储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
得出”底线和粮食食品安全底线。中
储粮徐州直属库有限公司总经理靖
峰说，公司为售粮农民免费提供风
选、筛选、色选等服务，促进小麦提等
进级，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农民惜售情绪较重

由于今年小麦减产幅度较大，品
质下降，优质粮源变得十分紧俏，小
麦收购价格高开高走，农民“卖跌不
卖涨”的惜售情绪较重。这是造成夏
粮收购量下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山东、河
北小麦收购价格高于国家规定的最
低收购价，今年没有启动小麦托市收
购。山东6月上中旬小麦上市后，小
麦市场收购价格（三等小麦到库价）
每斤 1.16 元左右，8 月 1 日记者在山
东采访时，收购价格稳定在 1.22 元
至 1.24 元。河北省小麦平均收购价
格从 6 月初开秤时的每斤 1.18 元上
涨至 7 月底 1.21 元，进入 8 月份后，
小麦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业内人士认为，造成小麦价格持
续走高的原因，一是小麦上市后，市
场普遍认同今年小麦产量减少，面粉
加工企业收购积极性较高，有效推动
了小麦市场价格走高；二是小麦价格
一路走高的情况下，农民惜售情绪较
重，致使小麦市场收购处在“卖方”行
情中；三是政策粮源收紧，国家自
2018 年 6 月 18 日起暂停 2014 年至
2016 年产最低收购价小麦竞价销
售，为市场化收购腾出收购空间。

然而，农民仍然认为目前小麦价
格偏低。卖还是不卖，成为一个让农

民十分纠结的问题。山东德州禹城
市中街道办肖寺社区农民刘振明今
年种了四五十亩小麦，亩产八九百
斤。小麦刚上市时，他就以每斤1.18
元价格卖掉了一部分小麦，还剩一部
分小麦存储起来等着卖个好价。

“农民惜售和国家收购标准等级
提高，是造成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进
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储粮德
州直属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炜明显
感觉到，今年农民售粮积极性不高。
6月13日公司开库收购时，小麦挂牌
价格为 1.17 元，但是没有一个农民
上门售粮。后来逐步调高收购价格，
前来卖粮的农民才逐渐多了起来。
8 月 1 日 ，小 麦 收 购 价 格 为 1.255
元。现在公司基本完成了轮换收购。

对于惜售的农民来说，做好产后
科学储粮十分必要。安徽省马鞍山
市和县金穗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是中
储粮巢湖直属库有限公司的一个委
托收储库点，其经理管德武说，为了
降低种粮农民损失，公司建了两个产
后服务中心，利用自身拥有的仓储资
源优势，为农民提供代烘干、代收购、
代储存、代加工和代销售服务。

集中收购转向常态化收购

记者了解到，今年夏粮收购量大
幅下降，除了夏粮减产、农民惜售等
因素外，市场化收购占主导是主要因
素。无论是山东、河北等没有启动小
麦托市收购的主产区，还是安徽、河
南、江苏等已经启动小麦托市收购的
主产区，“市场化收购”已经取代“政
策性收购”，粮食收购也从以前的集
中收购转向现在的常态化收购。

8 月 1 日，发达面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院内，几辆大型运粮车正排队
等候卖粮。公司总工程师张宜强说，
今年公司收购普通小麦价格为 1.24
元左右，优质专用小麦价格甚至达到
1.35元以上，优质优价特征凸显。

今年夏粮开秤收购以来，粮食购
销和加工企业自主收购交易活跃。
山东德州是全国重要的小麦主产区，
粮食加工业发达，境内聚集了发达面
粉、五得利、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一
大批大型粮食加工企业，成为市场化
收购的主体。河北粮食加工企业也
较多，今年新小麦全部为市场化收
购。不仅如此，山东、河北还吸引了
省外粮源流入。

河南、安徽、江苏等小麦主产区
虽然启动了小麦托市收购，但是由于
国家提高托市小麦收购标准和质量，
托市收购数量明显下滑，市场化收购
逆势而上。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二堡
村农民李同德多年从事粮食收购工
作，对今年夏粮收购变化有着深刻感
受。以前，他把收购来的粮食基本卖
给当地托市收购企业，今年只有少部
分小麦卖给了托市收购企业，大部分
卖给面粉加工企业，其中一部分销往
河北等粮食加工业发达地区。

与托市收购、集中收购不同，常
态化售粮及收购成为今年市场化收
购的重要特征。记者了解到，由于粮
食存储成本和风险较高，粮食加工企
业不愿意集中收购存储原粮。五得利
集团禹城面粉有限公司、发达面粉集
团等粮食加工企业周转库存量少，一
年四季都在收购小麦。“这也是当地
农民不担心粮食卖不掉的根本原
因。”张宜强说。

夏粮收购:
“政策性”转向“市场化”步伐加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小麦主产区调研发现，由于部分产区小麦呈现减产趋势且品质有

所下降、农民惜售情绪较重、粮食收购从以前的集中收购转向现在的常态化收购等原因，导致

小麦收购量有所下降

发达面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几辆大型运粮车正在排队等候卖粮。 刘 慧摄

山东青岛莱西市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立足农业又跳
出农业，着力推动一产“接二连三”，
助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走进马连庄镇海升果业产业园，
一排排苹果树整齐地连片栽植。苹
果采摘后经过“选美”，“颜值”高的贴
上海升“清谷田园”标签进入各大商
超直接售卖，“颜值”低的则进入海升
集团果汁加工企业，加工成浓缩苹果
汁。“这种深耕苹果产业发展链条，推
动‘牵一接二连三’的发展模式，带来
的收益不仅比单纯种植苹果高出几
倍，而且有效带动当地村民脱贫致
富。”马连庄镇干部于永刚说。

海升果业产业园的发展模式，体
现了莱西市探索三产融合发展的决
心。近年来，莱西市通过一产发力，

催生种养、畜牧等产业发展，为三产
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同
时，该市积极引导和扶持龙头企业，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实现
产业链延伸、产品价值攀升，让农业
真正成为二三产业的“第一车间”。
截至目前，莱西市已培育壮大果品、
花生、蔬菜、奶牛、生猪、肉鸡等六大
产业链条，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基
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优质农产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
连着消费。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互联网+农业”渐成发展新趋势，也
让曾经“深处闺中无人识”的莱西优
质农产品，通过网络走出莱西。

林果胜地南墅镇，交通位置偏
远，曾遭遇果业怎么发展、平台怎么
搭、发展空间怎么拓的瓶颈。为拓展
销售渠道，避免丰产不丰收现象，南

墅镇以“果乡南墅 U+创客产业园”
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与知名电商企
业天天购公司合作运营为契机，着力
打通集线上销售线下生产为一体的
网络营销渠道。通过借网发展，有效
带动了当地林果种植，近年来南墅镇
规划建设了袁家蜜桃、唐家梨、东泥
牛庄葡萄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8处，
发展林果两万余亩，栽植各种果树苗
木160余万株。

南墅果品销售触网成功只是莱
西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市一改传统单一的实
体店销售方式，大力发展“实体店+
互联网”的销售模式，价格和销量同
步增加。

姜山镇烧锅庄村的大枣虽甜，却
仅“闻名”于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去
年，村里的大枣未出村便售罄，原因

是村里搞起了休闲采摘游，游客进园
采摘，每斤大枣 15 元。村党支部书
记翟守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
的枣只要一出枣园就卖不上这个价
了，市场上的大枣都是 10元 3斤，这
样一算，每斤大枣能多卖12元左右，
发展大枣采摘游每年可为村民增收
100余万元。”

将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休闲观
光旅游相结合，烧锅庄村并非个例。
近年来，莱西市让农产品的采摘体
验、销售和旅游深度融为一体，走上

“一产与三产融合，农业与旅游并进”
的发展模式。

如今，莱西市乡村一地一景，处
处换景，其中青岛沁楠香休闲岛旅游
度假区、鲜多多农场、山后人家生态
园、花岭农创园等旅游景区，已成为
该市乡村旅游的靓丽名片。

青岛莱西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着力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王玉翠

一天晌午，在陕西省延安市延
川县古里村村委会大院，婆姨们的
说笑声伴随着哗哗的水响从院子
一角隐隐传来，寻声望去，原来是
刚从地里劳动回来的村民们正要
去“村民澡堂”洗澡。“这可是我们
村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成天土里刨
挖的农民如今洗澡方便多啦！”村
民郝凤莲说。

村民澡堂是古里村为方便村
民洗浴而修建的公共浴室，分男女
两间，里面衣架衣柜、壁挂灯暖、电
热器等设备一应俱全，还设有三个
卫生间和一个洗衣间，洗衣间内摆
放着一台洗衣机，旁边还有一个梳
洗台，村民在这里不仅可以洗浴，
还可以洗衣服。

古里村地处延川县乾坤湾镇，
是陕北典型的旱塬村，水资源稀
缺，从前靠集雨来解决饮水和灌
溉，在这里，“经常洗澡”是件“奢
侈”事儿。

“现在村里通上自来水了，吃
水早不是问题了，现在又建了澡
堂，从地里回来能舒舒服服洗个
澡，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刚从浴
室走出来的郝凤莲，一边整理衣物
一边说，以前村里缺水，村民没有
养成卫生习惯。自从县里派来扶
贫驻村第一书记刘健，村里不仅解
决了“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通
信难、健身难”的基础设施问题，还
为村民办起了农家乐、建起了农产
品售卖亭，村里的种植、畜牧等各

项产业红红火火。生活日渐富裕，
群众的生活品质问题摆上了刘健
的议事日程。“目前村里人经济能
力还是弱，家家建浴室不现实，电
费加上买热水器、接下水道的钱，
不是一笔小数目。”刘健决定设法
先办个公共澡堂。

村民澡堂每周一、三、五和周
日营业，每天分中午、下午共营业5
小时。为了使澡堂保持清洁卫生，
村里专门聘用了一名浴室管理员，
解决了一名贫困户的务工问题。

“虽然澡堂的开支不少，但洗澡票
价并不高，只要两元钱，周边村子
的村民也能来这儿洗浴。”刘健告
诉记者，为了鼓励村民养成良好的
卫生生活习惯，村里想出了用爱心
超市积分兑换澡票的办法，“不少
村民的澡票，就是用打扫公共卫生
所得的奖励积分兑换来的”。

澡堂建好了，如何运营？刘健
的“算盘”就在于澡堂房顶约 40 平
方米的光伏发电板上。这块发电
板预计平均每天发电35千瓦时，全
年近 13000 千瓦时，除了供应洗浴
洗衣的用电外，还有大量剩余。村
里将剩余的电并入国家电网，按照
每千瓦时电售价 0.75元，每年可为
村集体增加近万元收入，除了澡堂
维护成本外，还有不少结余呢。

“我们每个月都会挨家挨户进
行卫生督查，时间久了，村民就养
成了讲究卫生、爱护环境的好习
惯。”刘健说。

陕西延安

旱塬村办起

“村民大澡堂”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飞 扬

图为古里村的村民澡堂。 杨美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