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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

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

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

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

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

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

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

“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 7814.21 万亩，其

中 具 备 整 治 条 件 的 撂 荒 地 面 积 约 550 万 亩 。

2020 年到 2021 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 350 万亩，

目前还有约 200 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

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

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

将剩余 200 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

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综合改造建高标准农田

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

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

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

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

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

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

7800 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

生了 2100 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

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

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

门打工了”。

去年 9 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

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

了 4750 亩高标准农田，2100 亩撂荒地也全部得

以整治。5 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

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

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 明 告 诉 记 者 ， 在 尊 重 群 众 意 愿 的 基 础

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

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

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 11 米以上的

“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 30

米，最大面积达到 30 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

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

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

改造，配套 5.5 米宽的生产路 9.4 公里，在每块

田间地头新修 3.5 米宽的机耕路 18.6 公里，将

“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

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

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

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

一 ， 全 省 中 低 产 田 比 例 超 过 70% ， 受 自 然 因

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

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

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干旱缺

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

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

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

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

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

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

“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

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

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

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 10 公里，

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

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

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

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 年当地引进了

一家企业，对全村 3.2 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

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

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

度达到 30 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

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

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

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 800

斤、2000 斤增长至 2000 斤、8000 斤，原来的单

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

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

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

种 1 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

方面的成本约需 265 元，人工投入约需 300 元，

一般仅能产出小麦 500 斤，亩均纯收益不到 200

元；种植 1 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

均收益也只有 500 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

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

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

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

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 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

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

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

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

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

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

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

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

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 个小时

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 《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

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 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

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

铃薯 100 亩以上的，每亩补助 100 元；对新型经

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 80 元。

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 4.71 万亩撂荒地中，

已完成整治 3.6 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

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

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

粮 食 生 产 资 金 34.28 亿 元 ，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

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

金 4 亿元，比上年增加 1.6 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

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

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

拿出 1500 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

750 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

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

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

资金达到 300 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

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

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

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

荒地，在采用“两膜 4 行玉米+两膜 6 行大豆”

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

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

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

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

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

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

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5000 亩，

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 3500株；大豆一穴 2粒至

4 粒，每亩约 1 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

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 1700 多

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 500 多人，由于缺少

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 8200 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

8200 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 1 万

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

到 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

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

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

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

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 万亩高标

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

薯和荞麦各 2000 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

水 平 仍 然 较 低 ， 流 转 土 地 占 农 户 承 包 地 的

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

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

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

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

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

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

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

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

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

摸排发现，全村共有 398 亩撂荒地。”崇信县新

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

员大家复垦撂荒地 86 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

‘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

312 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

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

可达 15 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

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

耕 种 的 撂 荒 地 ， 流 转 后 由 村 集 体 统 耕 统 种 。

“3000 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 2600 亩，全

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 1500 亩的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

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

100 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

天 100 多 元 。 这 样 农 民 的 收 入 增 加

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

然 资 源 部 门 对

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

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

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

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

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

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

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

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

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

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

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

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 7 个村完成撂荒地

整治 8326 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

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

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 30 元，不

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

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 40

元，其中农户 30 元、村集体 10 元；第三年每亩

付土地流转费 50 元，其中农户 40 元、村集体仍

为 10 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

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

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

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

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

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

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

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

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唤 醒 500 万 亩“ 休 眠 地 ”
—— 甘 肃 撂 荒 地 整 治 调 查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我国一

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想办法破解难

题。在甘肃，这也不是件小事。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

的撂荒地面积约 550 万亩。这些“休眠”的土地该如何被唤醒？怎样挖掘

耕地保供潜力？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甘肃多地田间地头，走访了解整治复耕

情况。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但人多地少水

缺、耕地质量总体不高、后备资源不足是我国

的国情。因此，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不仅要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也要

切实防止撂荒等耕地资源隐形浪费。

撂荒地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总体

来看，还是因为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偏低、大量

劳动力外出务工，加之一些地方耕地生产条件

薄弱，无法适应机械化、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农

业发展要求。因此，对撂荒地的治理既要治标

也要治本，要重点解决“好种地、种好地和谁

来种”的问题。

从治标的角度，首先要提高种地收益，让地

不负人。在摸清底数的前提下，分类施策，使各

种质量的撂荒地都能得到合理有效利用。比

如，对耕作条件较好的撂荒地，要优先用于粮食

生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对丘陵地区的撂荒

地，要根据立地条件，宜粮则粮、宜特则特，增加

粮、菜、果、草等多样化产品供给。近年来，除了

种粮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普惠性的惠农政策外，

各地也因地制宜出台了特色产业、农业保险和

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等补贴措施，一定程度上对

冲了种地成本。在一些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发展的地方，种地还能带来可观收益。

从治本的角度，要从提高耕地质量和调动

种地主体积极性方面双管齐下，让人不负地。

一方面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结合起来，

并配套建设水利、农田防护、田间道路等基础

设施，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另一

方面培育多种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发展壮大新

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让愿种地、多

种地的种植主体能通过适度规模化经营和机械

化生产，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并通过出台一定

的激励措施和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撂荒地的统

筹利用。

甘肃探索出的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

广应用为突破口，把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

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的路

子，扭住了撂荒地整治的关键，已经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在当前粮食生

产形势下，要想方设法激活复耕撂荒地，让一

度“沉睡”的耕地成为

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应

的生力军。

人 不 负 地 地 不 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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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天水市

秦州区天水镇，农

民 在 复 垦 耕 地 上

劳作。

新华社记者

王紫轩摄

在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

川村，当地合作社在高标准农田里开

展机械化作业。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