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濮阳市盘活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

“两权”抵押盘活“沉睡”资产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翟道峰

自2015年8月被确定

为河南省农村“两权”（农

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

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试点县以来，濮阳市濮阳

县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有

效盘活了农户手中的不动

产，充分发挥农村产权证

书作用，切实解决了农户

贷款难、担保难问题。

石头能“开花”？走进山东沂源
县鲁村镇刘家坡村，记者就被一座
石头砌成的莲花池吸引。一块块由
石头加工成的莲花瓣，组成一组巨
大的石花。沿着一条装点成形色各
异花卉图案的蜿蜒石子甬路，两边
是以石条垒砌而成的村居。山上的
石头不仅“开花”了，还结出了“产业
果”，装饰一新的石头老房子成了民
俗民宿风情区，清幽的自然环境，独
具特色的设计风格，完善的配套设
施，让这处昔日的穷山沟引来八方
宾朋。“上周六客房全满，周日又来
了3拨自驾游客人，除了安排住宿，
还要安排餐饮等，忙得脚不沾地。”
流转土地有租金，在民宿项目区上
班有工资，这让村民齐恩荣脸上乐
开了花。

刘家坡村位于鲁村镇西南20公
里处，共 96户 246口人。过去村民
收入来源以农作物种植和季节性打
工为主，祖祖辈辈过着清贫的日子。
因为砖瓦房成本高，村民多就地取
材，用石头盖房子。最近，刘家坡村
被列入了沂河源田园综合体项目，小
村终于迎来了“破茧化蝶”的机遇。

沂河源田园综合体项目位于沂
源县鲁村镇，涉及刘家坡村等 7 个
行政村，总占地面积 3.2 万亩。该
项目立足保护青山绿水，大力发展
循环农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和创
意农业，构建“农业升级、产业支撑，
旅游拉动、艺术提升”的新格局。

“规模发展让俺村真正实现了

农业产业化发展，民俗民宿风情区
的建设又为俺村找到了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刘家坡村的‘花样年
华’才刚刚开始。”刘家坡村党支部
书记刘爱菊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
按照“支部联合、产业融合、富民强
村”的工作思路，以“党建+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率先将村民零散土地
统一收回、集中整治。如今，在流转
的土地上，村里集中发展起了花菇
种植大棚，按照规划种上了百合，花
开时节，远远望去，如梦如画。

为了唤醒沉睡多年的原始生态
石头村，沂源县邀请山东财经大学产
业研究院院长张凌云对流转的石头
房子进行规划设计，打造独具特色的

“尚屋青舍”。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保
罗·安德鲁也来到这里，为特色民宿
以艺术振兴乡村的创意“画龙点
睛”。如今，曾不受刘家坡村民“待
见”的石头院、石头房成了村里的新
招牌。目前，依托田园综合体项目，
他们流转闲置石头房屋31套，打造
特色民宿、建成接待中心，展示当地
独有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民间工
艺品等，修葺一新的石头大街也安装
上了古朴的路灯。

“乡村振兴就是要挖掘乡村文
化资源，用文化创意激发活力，盘活
农房、山林、田地等闲置资源，发展
乡村旅游、健康养生、文化创意等新
产业新业态，让乡村美起来，让乡亲
们的口袋鼓起来。”鲁村镇党委书记
王文学说。

山东沂源县

石头结出“产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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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80多万亩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全县

各乡镇农民抢抓农时收割水稻，确保颗粒归仓。图为泗洪县石集乡收割机

在收割水稻。 刘成龙摄（中经视觉）

金秋收稻忙

江西龙南县

生态种养甜头多
本报记者 刘志奇

乡村振兴13 2019年10月24日 星期四

青花椒长在石漠上，荒地成了宝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实习生 程曼诗

金秋时节，江西赣州龙南县佳
宝油茶基地的油茶树上挂满了茶
果，泛着油光的茶果压弯了枝条，漫
山遍野一片丰收景象。基地主人谢
海龙正带着工人们给油茶树锄草，
为过几天就要开始的采摘做准备。
他告诉记者：“今年基地第一年挂
果，能收获 2000 余斤茶油，预计能
有20万元的收入。”

2014年，谢海龙返乡在龙南县
临塘乡承包了1000多亩荒山，种上
了油茶树。经过5年的精心管理，昔
日的荒山如今变得郁郁葱葱。两年
前，谢海龙又开始在油茶林里散养
贵妃鸡，形成了鸡吃虫草、鸡粪养树
的“以短养长”生态种养方式。由于
油茶林不施用农药，产品无公害，鸡
和蛋成了当地市民和酒店的抢手
货。通过网络渠道，产品更是卖到
了珠三角的大城市。“现在养鸡的收
入就可以维持基地工人工资，散养
贵妃鸡还能得到有机肥，省下部分
除草的工钱，很划算。”谈起自己的

“生态种养经”，谢海龙很自豪。
正在基地跟踪水土保持情况的

龙南县水保局副局长刘毅告诉记
者，当地积极实施河长制、林长制
等，一直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各项
产业发展必须让位于生态保护。从
开始种植到现在成林，佳宝油茶基
地作为水保部门持续跟踪的产业基
地，没有动用挖掘机开挖种植条带，
而是采取人工挖穴种植，通过多年
管护自然形成油茶林条带。“虽然费
用高一点，但是水土流失少，油茶树
成活率高，成林速度快，既护生态又
提效益。”谢海龙说。

“2018 年，水保局还指导我们
采取开挖鱼鳞坑的方法，把水土保
持做到极致，水肥充足，油茶林自
然生长得快。”谢海龙说，“以后我
们将继续打好‘生态牌’，通过更多
的生态产品吸引客户到基地赏生
态 风 景 、品 生 态 产 品 、享 健 康 生
活”。尝到生态种养带来的甜头
后，谢海龙对未来更有信心。

10月12日，秋高气爽，行走在位
于黄河滩区的河南省濮阳县梨园乡，
放眼望去，满眼绿色。记者见到了正
在地头与工人一起收割构树叶、打青
贮包的濮阳市千里牧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邱绪明。“2017年流转土地种
植了 960 多亩构树，每亩纯效益在
1000 元左右。2018 年 7 月份，正为
购买收割设备缺少资金发愁时，濮阳
县政府控股的惠民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主动找到我，用960多亩流转土地
的经营权和构树所有权做抵押，从申
请、评估到放款，整个过程不到10天
时间，270万元贷款就打到了公司账
户，年利率 7.35%。有政府的大力支
持，我相信公司的业务一定会蒸蒸日
上！”邱绪明说。

完善交易市场

濮阳市濮阳县有农村人口 112
万、耕地 135 万亩，自 2015 年 8 月被
河南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农村“两权”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县以来，濮阳
县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有效盘活了
农户手中的不动产，充分发挥了农村
产权证书的作用，切实解决了农户贷
款难、担保难问题。

濮阳县首先完成“两权”确权，对
981 个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
颁证，共发放经营权证书20余万本，
农村土地流转颁证750本，发放宅基
地证书 18 万本，林权确权颁证 86
本、1.7 万亩，发放房屋产权证 10 万
余本，水利产权证1410本。

同时，由濮阳县财政出资 3000
万元，社会融资2000万元，成立由县
政府控股的濮阳县惠民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作为银行和贷款对象之间的
融资平台，主要负责对全县贷款对象
进行筛选、调查、担保和监督。贷款
农户由惠民公司担保后，无需再找担

保人或其他抵押物，可直接向银行贷
款。贷款权证范围除适用“两权”外，
还适用林权和土地流转经营权。

濮阳县政府还聘请专业评估机
构，免费为贷款对象进行科学评估。
建立了濮阳县农村产权交易网，登
记、发布全县土地流转、林权、房屋产
权等供求信息。引进北京神州土地
公司，负责产生和管理各种产权经纪
人，通过产权经纪人，推动全县农村
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营及发展。为让
群众少跑路，加快办事效率，濮阳县
还建立了“两权”抵押贷款服务中心，
设置农业、国土、房产、银行等多个窗
口，并增设个人征信自助查询机，在
20个乡镇和产业集聚区便民服务中
心设立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窗口，实现
产权交易“一站式”服务。

降低放款风险

为降低放款风险，濮阳县除了完
善贷款审查机制外，还建立了风险补

偿、风险保障、保险参与三大机制。
从 2015 年起，连续 4 年每年由县财
政出资500万元，作为农村产权抵押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用于抵押物处置
期间农户基本住房等权益保障及金
融机构贷款风险补偿。出台《濮阳县
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管理暂行办法》，
对不能偿还贷款的农户，在保证其承
包权和基本住房权益的前提下，依法
处置抵押物。同时，引进阳光保险参
与“两权”抵押贷款工作，出现不良资
产后，由保险公司承担 60%，极大地
降低了政府和金融机构发放“两权”
抵押贷款的风险。

截至目前，濮阳市已建成 7个县
级、87个乡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将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体资产资源
处置等全部纳入，累计发布信息9975
条。全市已累计发放“两权”抵押贷
款 1838笔、金额 27714万元。其中，
清丰县已累计发放“两权”抵押贷款
727 笔、金额 5463 万元；台前县农商
行推出农村家庭贷款“合家好”，农民

持土地经营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
林权证等农村产权证便可获得银行
授信贷款，已经累计发放“两权”抵押
贷款 12473 笔 8.26 亿元。其中农村
社区住房贷款397笔5292万元，林权
贷款 9笔 419万元，农村宅基地贷款
6421笔4亿多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贷款5646笔3.58亿元。

盘活村集体资产

2018年5月，濮阳县以脱贫摘帽
后巩固脱贫成果为出发点，在“两权”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村集体产
权抵押贷款新思路，以渠村乡大闵城
村为试点探索盘活村集体资产，构建
发展集体经济的“大闵城”模式。

大闵城村通过对村集体资产如
坑塘、机井、村室等清产核资，进行股
权量化，实现了全体村民入股，人人
都是股东，参与集体经济发展。村里
成立了集体性质的公司，由公司作为
贷款主体并负责经营和管理，按现代
企业形式管理，成立董事会，由董事
会负责对村内集体经济发展方向、项
目、聘请职业经理、收益分配等重大
事项作出决策，实现集体经济决策的
民主化、收益的最大化、发展的科学
化；成立监事会，由监事会负责监督
财务运行、监管项目发展成效等，杜
绝集体经济“跑冒滴漏”，确保集体经
济健康发展。

通过对大闵城村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评估该村集体资产 148 万元；
以其抵押，从银行贷款90万元，流转
土地 360 亩，引导村民种植脱毒红
薯，建起粉条厂，壮大了村集体资
产。通过对粉条厂二次评估，再次贷
款 80 万元。现在，该村脱毒红薯种
植面积已达 1000 多亩，每亩产值达
1.2万元。实现了村集体资产贷款从
无到有的拓展，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对于无麻不欢的川渝人来说，青
花椒可是烹制美食的“灵魂”。不仅
如此，餐桌上小小一粒青花椒还能撬
动上亿元的产业——重庆酉阳通过
种植青花椒，把石漠荒漠转化为金山
银山，带领当地人脱贫致富。据介
绍，2018年酉阳县有554户贫困户椒
农种植青花椒 6666.7亩，采收 48.83
万斤，收入 683.62 万元。其中，127
户510人基本达到脱贫标准。

酉阳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石漠化
现象严重，境内多为喀斯特地貌且土
壤贫瘠。因水土流失而导致地表土
壤损失，基岩裸露，土地丧失农业利
用价值和生态环境退化的现象尤为
突出。目前，酉阳石漠化、半石漠化
土地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5.41％，

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县土地总
面积的45％。

“2012年种植青花椒之前，土地
石漠化非常严重，基本种不了庄稼，
更谈不上有什么收成。”酉阳县板溪
镇党委书记黄强说。如此恶劣的地
表环境如何变废为宝？当地人尝试
了许多种植品种，最后发现青花椒最
合适。

“酉阳的气候、地理和海拔条件，
恰好为青花椒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黄强告诉记者，青花椒怕
涝、怕冷、耐旱、土壤需求量小，酉阳
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正好契合青花椒
的天然秉性——喀斯特地貌蓄水能
力强，若遇到大量降雨，可把降水“吸
收”成为地下河，地表很少出涝。同
时冬暖夏凉，一年中平均约150天日
平均气温在15℃至25℃。

乘着气象助农东风，酉阳大力发
展青花椒产业。酉阳气象局副局长

黎娜介绍，2014 年当地气象局开始
建立观测站，通过收集多方气象数
据，实时监测病虫害，并将气象数据
与青花椒生长情况的关系建立模型，
针对气象要素的变化以及可能对花
椒生长产生的影响，自动预警，实现
精准种植和提前预防。“我们还建立
了玻璃温室大棚，通过对气象要素进
行控制，了解青花椒生长最适宜的气
候条件。”

当地气象局还提供给种植户农
业气象观测规范和农事管理月历。

“每年 6 月下旬到 8 月是采收期，这
个时间段花椒最怕下雨，如果采好的
花椒遇到雨天就全废了，所以我们会
打下提前量，做好气象预警预报，而
不是让种植户‘靠天吃饭’。”黎娜说，
这项工作致力于服务酉阳187个村，
签约农户1.3万余户和从业人员6万
多人。为了让椒农有稳定收入，政府
还实行保护价收购，极大程度促进了

椒农增收。
由于酉阳天气较重庆其他地方

凉爽，昼夜温差较大，花椒中的干
物质形成和积累较为丰富，种植的
花椒麻度要比重庆其他地区高一
些，深受西南地区百姓喜爱。当地
打造的“武陵天椒”品牌，已成为
重庆市著名商标。

为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附
加值。酉阳县各产业园除了把青花
椒制成花椒油、花椒粉等传统调料品
外，近年来也在探索研发新产品，如
研制花椒香水、精油甚至面膜和酵素
等。“青花椒的香味持久，适合做香
水，我们从花椒籽中提取了 α 亚麻
酸，用于制作香水，古龙香水中就有
青花椒的成分。”酉阳县泔溪镇青花
椒基地技术工程师陈权说。

经过 10 年发展，酉阳全县有 37
个乡镇（街道）种植青花椒，集中连片
青花椒种植基地已达 31.5 万亩，涉
及300多个合作社38万椒农。2012
年至 2018 年累计产出青花椒超过
3.2亿斤，收入逾18亿元。

“酉阳因地制宜种植青花椒，是
对气候资源的一种变相利用。”对此，
中国气象局公共服务中心高级工程
师陈云峰认为，各方应该提高对气候
资源的认识，除了防灾减灾、生态旅
游等领域，气候资源还有很多可以挖
掘的功能。

河南省濮阳县行政服务大厅内，濮阳县惠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为村民办理“两权”抵押贷款手续。

王天钦摄（中经视觉）

河南省濮阳市千里牧业有限公司员工在收割构树树叶。

王天钦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