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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田 四 变 ”换 来 增 产 增 收
——安徽马鞍山市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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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牢牢守住耕地才能真正做到“藏

粮于地”。对于地处长江丘陵地

带，耕地并无优势的安徽马鞍山

市来说，如何在有效找回耕地的

同时，提高耕地质量，稳步提高

农业效益，实现多方受益？当地

近年来在积极推进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中交出漂亮答卷：创

造性提出“农田四变”——小田

变大田、闲田变忙田、差田变良

田、蟹田变稻田，对多种粮种好

粮进行了有益探索。

安徽是农业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近年

来，当地大力推进“小田变大田”，建设高

标准农田，推动粮食生产方式变革，有效提

升了粮油生产能力，马鞍山市“农田四变”

就是典型代表。通过改造提升“零散小差”

农田，当地夯实了粮食增产基础，推动了农

业规模经营，提升了农民土地流转收入，拓

宽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渠道，可谓一举数得。

但要让良田更多、种粮效益更好，还需进一

步优化机制，完善经营管理水平。

要优化投入机制。农田改造涉及大量财

政投入，在马鞍山市建设 1 亩高标准农田需

平均投入约 3000 元。当地整合财政资源，

今年涉农资金投入比去年增长了 4 成多，但

相比庞大的农田改造需求仍显不足。对此，

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相关受益方加大投入，另

一方面也要整合农田改造相关资产，理顺回

报途径，拓宽融资渠道，发行专项债券，更

好地筹集农田改造资金。

要完善效益提升机制，引导种粮大户高

产优产。与小田相比，大田更容易实现提

质增效节本。通过田地调形，有利于统一修

建排灌设施，使农田耕作、播种、灌溉、施

肥、收割等环节更加便捷，不仅降低单位面

积生产成本，也能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目

前，当地种粮大户以及专业粮食生产主体流

转大田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土地规模经营

面积迅速扩大。在多打粮的同时也要看到，

稻米等产品的附加值还不高，当地农业部门

要积极引导生产主体发展品牌粮、订单粮，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联

动发展，更好地增加农民收入。

要做好建后管护，建立健全多方参与、

责任明确、协调顺畅、保障有力的农田管护

机制。大田好田“三分靠建，七分靠管”。

应按照“谁受益、谁管护”原则，实行县、

乡、村分级管理，构建政府主导、群众主

体、社会参与的“三位一体”农田管护机

制，压实各方责任，防止流转对象对优质农

田重用轻管或只用不管。还要积极引入保险

公司，针对优质农田硬化沟渠及配套建筑

物，田间道路、生产路及机耕桥，排涝沟及

护岸工程等提供保险服务，确保农田改造项

目能够长效运行，有

效保护优质耕地生产

能力。

良田转化重在优化机制

安徽马鞍山市地处长江丘陵地带，耕地地块

偏小，平均地块面积 1.3 亩，100 亩以上集中连片

耕地仅占 15%，制约着耕种效率的提高。2019 年

以来，马鞍山市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扎实推进“小田变大田、闲田变忙田、差田变

良田、蟹田变稻田”的“农田四变”工作，稳步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多种粮、种好粮，探索出一

条粮油生产新路。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政府规划引导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增收，农田是根本。马

鞍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鹏介绍，随着“三农”工

作任务的发展变化，目前当地存在 4 个突出问

题：一是找回耕地问题。由于区位和资源禀赋等

因素，马鞍山水产、蔬菜、林果等产业发展较好，

但也带来了耕地“非粮化”问题，找回耕地的任务

艰巨。二是耕地细碎化问题。马鞍山又小又散

的耕地地块严重影响耕种效率。三是谁来种地

的问题。马鞍山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城镇化率达

72.4%，工 资 性 收 入 占 农 民 全 部 收 入 的 比 重 达

53.2%。年轻人不愿种地，老年人劳动能力丧失，

迫切需要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提高农业生产

组织化程度。四是怎样种好地的问题。马鞍山

机械化率、农业亩均产出均低于安徽省平均水

平，走内涵式农业发展道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效益迫在眉睫。

为解决上述问题，当地调整农业生产经营方

式，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探索出“小田变大田、

闲田变忙田、差田变良田、蟹田变稻田”的“农田

四变”。

“小田变大田是‘农田四变’的基础，马鞍山

市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农业示范等方式，

实施‘小田变大田’共计 47 个项目 5.5 万亩，市县

财政整合资金给予每亩 1500 元补助。”马鞍山市

“农田四变”专班负责人李淼告诉记者，为调动

“小田变大田”积极性，马鞍山健全农户、村集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化利益共享机制，组织

农户加入合作社或农业联合体，通过流转、入股

等方式托管土地，获得土地流转、股份分红等多

种收益。明确新增耕地面积纳入村集体资产，鼓

励村党组织领办土地合作社，统一流转、统一发

包，流转费溢价部分按一定比例与农户分成，并

允 许 收 取 一 定 的 服 务 费 ，增 加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入。

对于每年仅耕种一季的冬闲田，马鞍山全面

摸清底数，推进“闲田变忙田”，以乡镇或行政村

为基本单位，制订冬闲田复耕整体方案。有关乡

镇根据县级方案，制订乡镇冬闲田复耕方案，分

镇分村建立冬闲田台账，将复耕地块落实到村

组、点位，明确各地块复耕时间节点；以县区农业

投资公司为主，重点实施 2 万亩冬闲田示范片建

设；出台鼓励农户冬闲田开发的具体措施，给予

农户农资等补助，协调解决劳动力、机械等生产

要素。“含山县已列支 1200 万元，对 50 亩以上的

专业大户复耕复种给予补贴，推动种粮大户‘闲

田变忙田’。”含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汪华才说。

此外，为解决原有农田基础设施配套不好、

土地肥力差等问题，当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通过土地整理，提高土地质量，增加土地收

益，让“差田变好田”。“我们还积极推广农机深耕

深松、测土配方施肥、增施有机肥等新技术，持续

提升耕地地力等级。今年，计划耕地质量等级提

升 4%。”李淼说。

尊重农民意愿

“农田四变”改变了原有田块分割的状态，打

破了原来一家一户一块地的种植模式。如何调

动村集体积极性，获得农民支持成为关键。

“以前只要提到推掉田埂集中流转，村民就

说难度大，没法实施。”博望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农

业服务站站长陈财宗还清楚记得改革开始时碰

的钉子：“村民主要存在的疑虑有：怕推掉田埂，

分不清哪块田是谁家的；怕将来恢复时，自家田

块面积会减少；担心土地集中流转后，拿不到流

转费；担心流转后，过去自给自足种菜的地方没

有了；还有些种粮大户想自己种地。”

要把“农田四变”工作做好，必须充分尊重农

民意愿，打消他们的顾虑。

当涂县护河镇幸福村是该镇耕地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田块最散的一个村。小田变大田改革

之初，大部分村民们持怀疑态度。对此，护河镇

在幸福村探索推行“一户一块田”整村试点，采取

委托流转等办法集中土地，通过集体直营、代耕

代种等方式实现规模经营，让村民按照股份获得

流转金或土地经营收入分红。

“一户一块田”，即一个户口拥有一块农田，

通过整合实现“小块并大块、多块变一块”，在原

亩数不变的情况下，把小块田凑在一起变成大块

田。“确权登记颁证后，各家田地信息都清清楚

楚。”幸福村党总支书记陈传银说，为推行改革，

村里多次召开大会，村干部与党员挨家挨户上门

向村民解释土地确权承包政策。如今，《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手，村民的担心也消失了。

“红旗村 2022 年第二批次土地增减挂项目

区已确定，涉及 7 个自然村。”得知这一消息，马

鞍山郑蒲港新区白桥镇红旗村 7 个自然村的村

民喜笑颜开。此次 7 个自然村的 120 户村民将通

过易地安置、宅基地置换、现金补偿等方式妥善

安置，腾出的田地将通过小田变大田打造成高标

准农田。

“去年 4月份，我们村里仅剩的 10多户村民全

部签了字，如今终于等来了好消息。”王庄自然村

的村民周绪春今年已 73 岁，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留

守老人。“我们村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耕地又小又

散，离开的人越来越多。”他说，现在农田要改，自

己终于能放下“一亩三分地”和家人团聚了。

远在上海的陈庄自然村村民孙义江听到消

息后，向红旗村党总支书记葛开云表示：“这是好

事，我举双手赞成！”孙义江在外打工多年，老家

的 4 层小楼只有在过春节时才会住上一段日子，

田地更是撂荒多年。如今村里统一规划，宅基

地、田地都能利用起来，村民也能从中受益，是一

举多得的好事。

在“农田四变”中，蟹田变稻田难度最大。马

鞍山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区域内河湖众多，水系

发达，发展水产养殖业较早，不少流失的耕地变

成了养殖坑塘。由于养蟹效益较高，不少螃蟹养

殖户对蟹田变稻田抵触情绪较大。对此，当地在

充分尊重养殖户意愿的基础上，从改造低效蟹田

入手，通过比较效益积极引导。

通常情况下，养蟹收益每年每亩能达 3000

元至 8000 元，远高于种稻收益。蟹田变稻田需

要找到一种既能保粮又能增收的经营模式，这就

是稻虾连作。

塘南镇以塘南水产科技示范园为试点，将原

来以河蟹产业为主的示范园打造成稻渔综合种

养示范基地，引导园内水产大户转型发展稻虾连

作种养模式，即一个生产周期养一季小龙虾，种

植一季水稻。目前，这一示范园内的 800 亩蟹田

已变成稻田。“这样种出来的稻谷品质高、无公

害，亩产 500 公斤不成问题。”园区经营代表吴明

旭表示，加上田里的小龙虾收益，亩均产值能达

1 万元、利润 6000 多元。

“稻虾连作，实现了稳粮与增收双赢。”塘南

镇副镇长晋刚说，抓住效益导向这把“金钥匙”，

攻下了蟹田变稻田这道难关，其余工作也就能顺

利推进。当地通过承包权不动、经营权交换等方

式，引导农户将零散土地集中起来，变“一户多块

田”为“一户一块田”。在整村并田基础上，以“一

村一块田”方式整村流转，累计推动“小田变大

田”1.2 万亩。耕地小并大后，亩均累计增收 200

元以上，有效提升了农业经济发展效益。

多方获益共赢

在有效保护、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马

鞍山也推动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种粮大

户、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多方获益。

种粮大户更积极了。随着农田标准提高，抗

御水旱灾害能力增强，很多种粮大户愿意多包

田、加大投入。站在当涂县南圩塘南段大堤之

上，田成方、路相连、渠相通、林成网，7200 亩高标

准农田一片金黄。“尽管今年遭遇了大旱，但小田

变大田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给力，亩产达到了

550 公斤。”经营这片田地的安徽盛农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夏金林告诉记者。

多年来，经过田块拆零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原有 800 多块小田变成了 43 块大田，开启了这家

现代化农业集团的第一步。随后，投入资金开展

基础设施条件改造，实现“田成方、路相连、渠相

通、林成网、旱能灌、涝能排”；购置育秧机组、插

秧机、旋耕机等，实现从育秧、插秧到烘干全程机

械化；走产学研发展道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单

位面积产量高出周边区域 20%以上。如今，盛农

农业集团年产粮食 3500 吨，集优质稻米生产、蔬

菜瓜果种植、水产畜禽养殖于一体；农产品走上

流水线，贴上“南北圩”标签，进行订单采购、直营

销售；田园变乐园，农耕体验、手工创作等亲子课

程丰富多彩，一年四季迎八方来客......通过一二

三产闭环融合发展，这方土地正成为多功能大循

环农场。

今 年 ，当 涂 县 绿 梅 水 稻 种 植 家 庭 农 场 近

1300 亩水稻也喜获 丰 收 。 农 场 负 责 人 程 黎 刚

说，通过小田变大田、差田变良田，农场防灾减

灾能力大大增强，种管收也实现全程机械化、

智能化。“过去田块细碎，农机一遇到田埂就得

转 弯 ，机 损 率 高 、效 率 低 。 如 今 1300 亩 地 用 3

台收割机 10 天就能收完。”程黎刚说，“今年水

稻亩产 650 公斤，生产效益提升 10%以上，亩均

节本增效 100 元。”

在博望区博望镇滨湖村，种粮大户张家明的

730 亩晚稻迎来了丰收。张家明一直以种田为

业，曾在江苏镇江承包了十几年的农田。“今年

700 多亩水稻能收约 580 吨稻谷。”张家明说，“以

前这里是巴掌大的地块，高低不平、排灌不便，机

器不好用，我也不敢包。现在改成大田了，我不

仅敢回家包田，下一步还要加大农机投入。”

随着土地政策的细化落实，农民和村集体收

入提升且更有保障。“农田四变”使土地生产能

力提升，土地流转价格也水涨船高，平均每

亩农田每年可增加二三百元流转费用。

今年秋收，在含山县陶厂镇高标准农

田建设示范区，数台收割机在一望无际

的稻田里忙碌，割稻、脱粒、入仓，一整套流程行

云流水，不到 20 分钟 1 亩地的稻子便采收完成。

村民阚以春感叹：“农田改造后，大户争着承包，

土地流转费从 1 亩 400 元增加到 600 元，我不种

田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在当涂县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务工的村

民伍业玲算了一笔账：“通过小田变大田、大户托

管，每亩田土地流转费已涨到了 700 多元，加上

在农场务工每个月能挣 3000 元，我一年能增收

好几万元。”

2019 年，博望区博望镇滨湖村由村集体经济

组织以每年每亩 400 元的价格流转 700 多亩低效

田块，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统一改造，推埂平整，

修建沟渠和机耕路，农排改造升级。该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章遵楠表示，村里通过市产权

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发布耕地发包消息，经过竞

价，最终以每年每亩 718 元的价格成交。其中每

亩 318 元的溢价由村民和村集体按 70%和 30%的

比例分成，村集体收入主要用于农田基础设施维

护，避免了“有人建、没人管”的问题。

在 77 岁的滨湖村吴家自然村村民吴承德的

记忆里，他家的 4.7 亩土地因为地势低洼，粮食收

成只能靠天收。几年前，他把土地以 400 元每亩

的价格流转出去，价格低不说，有时还会遇上流

转费拖欠的状况。“同样是土地流转，现在村里的

‘保底+分红’模式，让我们拿到手里的钱是以前

的两倍多，我打心底里高兴。”吴承德说。

陈鹏告诉记者，“农田四变”给当地带来了农

业农村发展新局面：一是耕地增加。去年马鞍山

市耕地面积净增约 7500 亩，今年以来已找回 1.9

万亩。二是粮食增产。坚持耕地数量和质量并重，

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2021 年实现

粮食生产面积 265 万亩、总产 106 万吨。三是农民

增收。在保证粮食产量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

经营方式，拓宽农民增收途径，去年马鞍山市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8331 元 ，同 比 增 长

11.5%，位居安徽省第一位。四是集体经济增强。

一系列创新举措有效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自我

造血”功能，去年全市 415 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均超过 20 万元，村平均收入 58.05 万元，位

居安徽省第一位。五是组织化程度增强。通过一

系列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体系创新，调整

农业经营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146

万农民变为“股民”，培育农业经营主体 4984 家，

年均增长 10%。六是农业增效。农业科技、农业机

械应用得到强化，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优质水

稻种植面积达 140 万亩，占水稻面积的 80%，打造

了“含山大米”等一批优势特色品牌。

“农田四变”给农村带来了新面貌，耕地扩大

又为城镇和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建设指标。马

鞍山市郑蒲港新区社会事业局局长陈良松告诉

记者，他们把“农田四变”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农房集聚、村镇提升、盘活宅基地等结合起来，有

序推进产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

向规模集中。

截至目前，马鞍山已实施“农田四变”田亩

38.8 万亩，今年年底将完成“小田变大田”建设任

务 5.5 万亩，建设一批优质、集中、连片的农业“一

块田”；实施“闲田变忙田”，开发冬闲田 20 万亩

以上；实施“差田变良田”，新建高标准农田 8.8 万

亩；实施“蟹田变稻田”2 万亩。到 2025 年，将实

现“小田变大田”30 万亩，基本消除冬闲田，新建

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37.7 万亩，确保种粮面

积、粮食产量逐年增加。

马鞍山市当涂县绿梅水稻种马鞍山市当涂县绿梅水稻种

植家庭农场负责人程黎刚在介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程黎刚在介绍

水稻种植情况水稻种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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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高标准农田里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高标准农田里，，秋粮正在秋粮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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