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5 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

增强发展生产信心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保障农村长治久安

农村土地承包：“两不变、一稳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土地承包事关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

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大约2.88亿人，举家进城务工经商

的有3000多万户，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北方将迎大范围降雪
本报记者 郭静原

降雪强度较大地区降雪强度较大地区

主要集中在青海东南部主要集中在青海东南部、、

甘肃西南部甘肃西南部、、内蒙古东北内蒙古东北

部部、、河套地区东北部河套地区东北部、、山山

西北部及黑龙江西北部及黑龙江中部中部

全国无新增鼠疫病例
北京部署冬季灭鼠行动

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为何强劲
本报记者 林火灿

从“四经普”公报读懂中国经济 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日前正式公布。

在 11月 2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
韩长赋表示，《意见》明确了长久不变的
政策内涵，归纳起来就是“两不变、一稳
定”，即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
营的基本制度长久不变，保持农户依法
承包集体土地的基本权利长久不变，保
持农户承包地稳定。

“《意见》的发布，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韩长赋说，《意见》是关于农村土地
政策的重大宣示，是“一不动百不摇”的
重要制度设计。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
系，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既有利于增强
农民发展生产的信心，给他们吃下“定心
丸”，又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还有利于保障农村长治
久安。

延长承包：
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韩长赋
说，40多年来，我国有两次重大的土地制
度创新，第一次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土地集
体所有权和家庭承包经营权“两权分
离”；第二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实行土
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

“三权分置”。这两次创新始终坚持土地
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是一脉相承
的。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对党的农
村土地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有15亿多亩的农村承包地，涉
及近 2 亿农户。据介绍，二轮承包是从
1993 年开始，到 1999 年基本完成。如
果按照承包期 30 年计算，从 2023 年开
始，二轮承包就开始大批到期，也就要开
始土地延包。因为各地情况并不完全相
同，每个地方承包起始时间不完全一
样。今明两年，已经有少部分农村地区
开始延包。全国来看，延包的高峰期集
中在2026年到2028年。

土地如何延包事关亿万农民的切身
利益。韩长赋说，中央政策明确，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集体土
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剥夺和非法
限制。保持农户承包地稳定，农民家庭
是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定主体，发包方及
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不得违法调整其承
包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延
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保绝
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延包的起点以各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开始计算，承包期还是30年。

目前，土地延包主要有三方面工
作。一是把证书发到农民手中。从
2014年起，农业农村部开始推进承包地
确权登记颁证，目前发证率超过 94%。
下一步要做到应发尽发，把现在农户的

承包地明确下来。二是健全配套法律政
策。按照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抓
紧修改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三是
开展延包试点。在先期到期的县开展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的延包试点。在延
包大面积操作实行之前，中央及有关部
门还会出台指导意见。

农民进城：
把承包地选择权交给农民

通过承包地确权登记，全国累计精
准测量了 11亿个地块，清理了 2亿多农
户的档案资料。可以说，摸清了家底，解
决了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四至不清、面积
不准、权属不明等问题。在确权登记基
础上，各地给农民发放了承包权证。同
时，确权登记颁证在村里公开，在政府主
管部门登记、录入。这强化了对农民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农民拿到了
证书会更踏实，可以放心地流转土地经
营权，也可以开展土地经营权的抵押和
担保。

很多人有疑问，已经拿到的证书到
下一轮承包还有没有效？“本轮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实际上为将要开展的新一轮延
包打下了基础，将来的延包工作要以这
一次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为基础。”韩长
赋说，《意见》明确，已颁发的土地承包权
利证书，在新的承包期继续有效，且不变
不换。因此，之前取得的土地承包权证
是有效的。当然，有个技术问题，证书记
载的承包期限，到延包时再做统一变更。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目前全国
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大约 2.88亿人，其
中举家进城务工经商的有 3000 多万
户。所以，有的村里存在“空心村”现
象。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城里落户
了，但是多数过年过节时还回村里。总
体来看，举家进城落户的农户越来越多。

那么，进城农户的承包地怎么处
置？韩长赋说，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
承包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对进
城落户的农民，如果农民愿意，可以在自
愿有偿的情况下，将承包地退还给集体，
或者在集体成员内转让承包权。如果农
民不愿意，就要保留承包权，允许其通过
流转经营权或者通过代耕托管来实现土
地收益。

“对进城农户是否放弃承包地，要尊
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强迫命令。在土
地问题上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不要急
于收回农民的承包地。要尊重农民的意
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
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韩
长赋说。

新型经营主体：
确保流转土地预期稳定

二轮承包以来，由于人口的增减和
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原因，一些农户存在
无地或者少地的状况。据各地初步调

查 ，大 体 上 这 部 分 农 户 占 总 农 户 的
0.94%。《意见》规定，第二轮承包到期
后，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
重分，现有承包地在二轮承包期期满以
后由农户继续承包，有自然灾害损毁等
特殊情形时，可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
则，按照法定程序可以在个别农户间做
适当调整，但是要依法依规、从严掌握。

那么，无地少地农户怎么办？韩长
赋说，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集
体预留的机动地（不超过5%）、新开垦的
耕地、原承包户依法自愿交回的耕地、承
包农户消亡后依法收回的耕地来解决；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通过流转土地
经营权来耕种土地，也可以流转其他进
城务工农民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另一个热点问题是，二轮承包即将
到期，流转土地是否受影响？据介绍，到
2018年底，全国有5.39亿亩耕地在不同
主体间进行流转。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
包法规定，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的剩
余期限。然而，2023 年起，二轮承包大
规 模 到 期 ，高 峰 则 在 2026 年 到 2028
年。这就意味着，从现在流转土地到土
地二轮承包到期，可能不到 10 年时间。
有些流转土地的新型经营主体担心到期
以后怎么办？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办

秘书局局长吴宏耀表示，新型经营主体
不用担心上述问题，一个途径是政策保
障。《意见》规定了延包的原则和办法，
既给承包户一颗“定心丸”，同时给土地
的受让方，即新型经营主体也吃下了

“定心丸”，到期以后农户可以延包，新
型经营主体可以再签续订合同，延期流
转土地。

另一个途径是法律保障。农村土地
承包法规定，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可以
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辅助
设施、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对投资
部分获得合理补偿。所以，新型经营主
体在流转土地时，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等
方式协商确定二轮到期后继续经营的具
体条款。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显
示，2018 年末，全国从事战略性新兴
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66214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
位的17.7%。

其中，新材料产业14068个，占工业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的
21.3%；生物产业12223个，占18.5%；节
能环保产业11987个，占18.1%。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
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
近年来，我国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经
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有力地推
动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而且，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
产业的广泛融合，加快推动了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涌现了大批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大量就业
岗位，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的有力支撑。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高技术制造业也保持了良好的发展
势头。2018 年末，全国共有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33573 个，
比 2013 年末增长 24.8%；占规模以上
制造业的比重为 9.5%，比 2013年提高
1.7个百分点。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
我国经济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时期，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重大
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投入大
幅增加，带动了科技产出的量质齐升，

也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的蓬勃发展。

根据“四经普”公报显示，2018 年，开
展 R&D（全称“研究与试验发展”）的规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104820 个 ，比
2013 年增长 91.2%，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法人单位的28.0%。从投入的人力资
源看，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
位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298.1 万人年，
比 2013 年增长 19.5%。从经费支出看，
2018 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R&D经费支出12954.8亿元，比2013年增
长 55.7%；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1.23%。从研发成果看，2018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95.7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37.2 万件，分别
比 2013 年增长 70.7%和 81.1%；发明专利
申请所占比重为 38.8%，比 2013 年提高
2.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
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也快于全部工业
增速，但产业整体创新水平还不高，
一些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仍
然存在，一些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落
实不到位，新兴产业监管方式创新和
法规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还不适应经
济发展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产业结构
加速升级的要求。

因此，仍然要坚持走创新驱动发
展道路，促进一批新兴领域发展壮
大并成为支柱产业，持续引领产业
中 高 端 发 展 和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同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持续完善有利于汇聚
技术、资金、人才的政策措施，创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营造
适应新技术、新业态蓬勃涌现的生
态环境，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
动能。

11月29日至30日，降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
北方，淮河以北地区大风降温天气明显。此轮大风降温
降雪天气过程的特点、影响和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记者
就此采访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

中央气象台预计，近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
北地区，将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小到中雪，局地大雪的天
气。降雪强度相对较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青海东南
部、甘肃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河套地区东北部、山西
北部及黑龙江中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 5 毫米以上的
大雪天气。

“这次降雪过程特点是范围比较大，但降雪强度一
般，不算太强，大部分地区以小雪或小到中雪为主，出
现大雪的范围比较小。”张芳华表示，从目前监测和预
报情况来看，这次降雪过程将会是今冬以来范围最大
的一次。

张芳华介绍，11 月 29 日，北方降雪天气达到“高
潮”。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西部等
地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中内蒙古中部、青海东部和南
部、甘肃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等地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11 月 30 日，降雪范围骤缩，内
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及青海东部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中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北部、青海东北
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

由于这次降雪过程自西向东移动，因此，西北地
区东部降雪来得早，持续时间比较长，预计将持续到
11 月 29 日夜间；华北地区降雪预计于 11 月 29 日白
天至夜间开始，一直持续到 11 月 30 日 5 时前后结
束；东北地区降雪将从 11 月 30 日早晨持续到 11 月
30 日夜间。

张芳华提醒，这次过程降雪强度不算太强，有助于
增加土壤墒情；不利主要在于降雪对交通的影响，尤其
东北地区干雪特征比较明显，积雪深度会比较深。

与此同时，公众需留意伴随降雪而来的大风和降
温天气。淮河以北地区将有4级至5级、阵风5级至7
级的大风。12 月 1 日至 2 日，还将有另一股冷空气将
自西北地区东部影响我国。公众仍需关注积雪、道路
结冰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并做好保暖措施。

本报北京11月28日讯 记者吴佳佳从国家卫健委获
悉：目前，全国无其他新增鼠疫病例报告。北京市确诊来自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 2 例肺鼠疫病例后，国家
卫健委高度重视，支持指导北京、内蒙古两地加强病例救治
和疫情监测，同时强化内蒙古当地的疫源调查和应急处置
等综合防控措施，并依法及时公开疫情信息，面向公众开展
健康科普，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当前，各项工作正在有
力有序落实。目前，2名肺鼠疫病例仍病情危重，国家和北
京市联合医疗专家组正在全力救治。其所有密切接触者已
于11月21日全部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于 11 月 16 日确诊的 1 名腺
鼠疫病例，继续在当地医院隔离治疗，总体情况平稳，其所
有密切接触者已于11月23日全部解除隔离医学观察。乌
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于11月27日确诊的1名腺鼠疫病例，目
前正在当地医院隔离治疗，总体情况平稳，其4名密切接触
者在当地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无发热等异常。

内蒙古存在较大面积鼠疫自然疫源地，接触染疫的鼠
类或野兔等动物可能感染鼠疫。专家提示：鼠疫可防可控
可治，在疫情发生地区，要做到“三报三不”，即报告病死老
鼠、野兔等，报告疑似鼠疫病人，报告不明原因高热病人和
突然死亡病人；不私自捕猎疫源动物，不剥食可疑疫源动
物，不私自携带可疑疫源动物以及产品出疫区。

又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近日，北京市启动了冬季爱国
卫生运动，全市将集中清除各类媒介生物的孳生地；开展冬
季灭鼠行动；开展健康知识普及特别是传染病防控知识普
及。活动将持续至本月底。

此次灭鼠行动的重点区域包括市政地下管线、公共绿
地、居民社区、中小餐饮、宾馆饭店、农贸市场以及近两年发
生过流行性出血热的区域。各区组织辖区单位、社区在全
市统一灭鼠时间段内集中开展灭鼠活动。

灭鼠首先要封闭建筑物与外界相通的所有孔洞；通
往室内外的下水道、通风管道、线路等道口加设防鼠网；
室内门窗的缝隙小于 0.6 厘米，仓库、储藏室、粮库、电梯
房门的下段要包铁皮，高度不低于 30 厘米；保证建筑物墙
壁完好无孔隙、洞穴，无杂乱堆积物。使用鼠夹、鼠笼、粘
鼠板等，应注意选择适当位置，避免伤及儿童。还可投放
毒饵灭鼠，灭鼠时注意收好食物，断绝鼠的食物来源，提
高灭鼠效果。布放鼠药要远离水源，防止污染及人员
误食。

北京市爱卫办同时提醒，冬季室内仍存在苍蝇、蟑螂等
有害生物侵扰，做好室内卫生，可以有效降低消化道传染
病，特别是病毒性胃肠炎传播风险。室内室外还要防跳蚤，
要管理好猫狗等饲养动物蚤类宿主。可以用吸尘器等工
具，清除各种缝隙中孳生的蚤类卵、幼虫、蛹，如果室内蚤密
度较高，应该高温清洗地毯、宠物铺垫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