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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处理好农民
与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农村改革的核
心。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家家包
地、户户务农的局面发生了改变，相当一
部分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他人经营，由此
也产生了老百姓担心丧失土地、承包户
不敢大胆投资的“两难”问题。

2016 年以来，我市全面开展农村
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至 2018 年年底
基本完成。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普通农户、经营主体都吃上了

“定心丸”。
放活土地经营权，是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的重要途径。目前，全市 565 万亩
承包地流转的有230万亩，流转率仅

有40%，距2020年流转率达60%、
2022 年达 70%还有较大差距。
同时，土地流转政策性很强，
要有严格的门槛，不能搞非
农建设。

对此，市委全会明确提
出，要坚持承包地“三权分
置”，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
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的政策，全面完成承包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推动经
营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
规范运行，真正让承包权稳
下去、经营权活起来。

下一步，我市要建立健全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让需要流

转的土地能顺利进入市场，让
农民通过租金、股金、薪金来合

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有条
件的地方要探索“政府集中流转土

地、综合整理后再推向市场”的模式。
与此同时，农村“三块地”改革也

将“破冰”。市委全会提出，要探索宅
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

分置”，引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合理配置利用；稳妥推

进农村集体经 营 性 建 设
用地入市、农村土地征
收 制 度 改 革 ，切 实 保
护 农 民 的 土 地 财 产
权益。

在栾川县石庙镇龙潭村，老百姓家里不仅有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还有一本集体经济组织股权
证。“有了股权证，就是‘股民’了。村集体有收入，还
能分红哩！”村民常大琴说。

多年来，不少村集体资产都是一本“糊涂账”，产权
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到位，农民财产权益难以保障。
2017年10月，我市在栾川试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龙潭村随即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第一次认真
细致地把集体资产搞实，拿出了一本“明白账”。

在此基础上，村里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开展成员身份确认、折股量化，成立股份
经济合作社，统一经营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去年，村
小学旧址改建成研学旅游基地对外承租，每年租金10
万元。当年年底，常大琴和全村村民每人都拿到了首
笔10元钱集体经济分红。钱虽不多，却是村民享受到
的实实在在的红利。

去年6月，在试点经验基础上，我市全面启动农村
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目前，全市行政村清产核资
任务已基本完成，并全部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
成员身份界定、股份量化等工作正压茬推进。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出发点。长期以来，农村集体资源闲置，集体经
济空白，直接导致了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弱化。为
此，市委下决心实施村级集体经济清零提质重大专
项，明确提出，今年全市 80%以上行政村有稳定的集
体经济收入，其中80%以上达到5万元；到2020年，所
有的行政村有集体经济收入，80%以上达到5万元，其
中60%以上达到10万元。

集体经济“清零”时间紧、任务重。市委全会强
调，要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抓好股
份合作制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
制，盘活农村集体资产，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
农民受益，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当下，农业经营体系呈现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混合型、多样化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与多元化农
业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在传统小农户生产之外，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已成为引领适度规模
经营、带领农民进入市场的有生力量。

比如，孟津孟扣路沿线果蔬产业集群、偃师沿207
国道葡萄长廊、樱桃沟特色农业观光带等，都是在新
型经营主体带动下发展起来的。不过，从总体来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和质量都与洛阳特色农业
发展潜力和空间不相适应。

在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方面，市委全会指出，积极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使专
业大户经营、家庭农场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
业经营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新的实现形式，提高农
业生产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

其中，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也至
关重要。下一步，我市也将统筹推动农村合作组织改
革，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网络
优势，打造服务农业生产生活的服务体系。

改革，要破旧立新，更要坚守底线。对此，市委全
会特别强调，农村改革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
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王洪涛

推动“三权分置”
放活土地经营权

盘活集体资产
农民就地变“股民”

培育经营主体
推动农业现代化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扎实推进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农村经营体系等重点领域改革——

从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
革，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从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到农业经
营体系改革创新……这些年，河
洛大地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实践
证明，深化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活
力之源。

当前，洛阳农村基础差、底子
薄、发展滞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
变，制约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破解的
瓶颈问题依然突出。在以乡村振
兴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新局面的新时代，如何解决
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明确指
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
要围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扎实推进农村土地制度、集
体产权制度、农村经营体系等重点
领域改革，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

用好深化改革法宝 各界声音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的改革最初从农
村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和全
国其他地方一样，洛阳农村改革持续推进，农业生
产、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没
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作为中
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现代化建设的短腿是农
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农村。如何提升农
业生产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如何让农民的钱袋子
更鼓？如何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解决这些问题，
根本上仍要靠农业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面对难啃
的“硬骨头”，改革既要试点先行，大胆闯大胆试，又
要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既要依据洛阳特色做好
顶层设计，又要鼓励基层摸着石头过河，做得好的及
时总结经验推广。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
的首创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从实践中寻
找最佳方案，确保改革蹄疾步稳。

——洛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苗国强
（云飞 整理）

生动实践

杜寨村，改革尝甜头
农村改革就是要农业农村更有奔头。这两年，

伊滨经开区杜寨村已经从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和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尝到了甜头。

2016年，杜寨村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引导
村民以土地入股，按照“土地变股权，农户变股东，收
益靠分红”的模式，发展集体经济。经过土地整理，
村集体土地新增90亩。目前，合作社集中经营的
土地面积达1670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93%。
经过充分的市场考察，合作社先后发展了雪松、白皮
松、山楂、小杂粮、小麦制种等特色产业。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合作社步入正轨，生产经营
稳健运行。在收益分配上，农户入股土地每亩每年
保底分红800斤小麦，剩余部分利润再按4∶3∶3
的比例分别给群众、集体、合作社分红，实现了多
方共赢。

本报记者 白云飞

他山石

小岗村，改革再出发
40多年前，小岗村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下

大包干“生死状”，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大
幕。“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就有十几万
斤，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的18倍。

改革的脚步一旦停下来，辉煌就是过眼云烟。
后来，“吃饱”的小岗村在不知不觉中落在了别人后
面。到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村
集体存款为零。乡亲们称：“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
没过富裕坎。”

2012年起，小岗村在安徽省率先试点开展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深化农村承包地“三
权分置”改革，巩固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
放活农地经营权，推动土地集中流转，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

2016年，小岗村又率先启动集体资产股份合
作制改革试点，成立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
社，赋予小岗村村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
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等权能，释放农村股
改红利。

以此为契机，小岗村在实现“资源变资产、农民
变股东”的基础上，着力推进“资金变股金”，合作社
探索以品牌等无形资产和经营性资产联合入股村
办企业小岗创发公司，实行合作经营，按股比分
红。2018年，小岗村实现首次集体资产收益分
红，人均350元。今年1月，小岗村第二次分红，人
均达520元。

不仅如此，近年，小岗村在坚持“三权分置”、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积极推动农业经
营体系改革，注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累计培育发展
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20余家，实现了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

小岗村的改革实践，是一部鲜活的农村改革
史。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确权颁证的“红本本”，
再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分红利”，百姓过上了红
红火火的好生活。

小岗村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大改革大发展，小改
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展。

（云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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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送庄镇送庄社
区集体经济蔬菜种植基地
里果实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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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川县平等乡四合头村种植扶贫基地，
农户正在观察作物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