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付昊苏

深度新闻

05

2014

年
10

月
21

日（甲午年九月廿八） 星期二
责编：余保钢审读：庭军组版：金霞
电话：

6205050

邮箱：

xyrbszbs@163.com

□

新华社记者付昊苏

让

土

地

流

转

和

规

模

经

营

健

康

发

展

—

—

—

农
业
部
部
长
韩
长
赋
就
《关
于
引
导
农
村
土
地
经
营
权
有
序
流
转
发
展
农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的
意
见
》答
记
者
问

近日，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意见》出台
背景如何？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政策创新？如何贯
彻落实好《意见》？记者就此采访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和过程。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
经营发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鼓励
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构建集约化、专
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
贯彻好中央精神， 有关部门在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规
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的基础上，深入基层调研、总结地
方经验，充分听取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意见》

体现了中央的意图，凝聚了群众的智慧，是今后一段时
期指导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
性文件。

问：《意见》的主要政策取向是什么？

答：《意见》的着眼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形成土地经营权流转的
格局，大力培育和扶持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
化道路。二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
营权登记制度，保护好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益。坚持依法
自愿有偿，尊重农民的流转主体地位，让农民成为土地
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三是坚
持一切从国情和农村实际出发。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是客观趋势， 但必须看
到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不能脱离实际、 脱离国
情，片面追求流转速度和超大规模。

问：如何准确理解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置”？

答：《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 首先要维护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意见》强
调，一方面要探索新的集体经营方式；另一方面，要行
使好农村集体在土地流转和承包经营上的管理监督
权， 发挥好集体为农民流转土地提供服务的组织功能
作用。其次，要保障好土地承包权。《意见》指出，要抓紧
抓实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
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要完善承包合同，健全
登记簿， 颁发权属证书， 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保
护。同时，要放活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的实践探索， 体现了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的理论创新。

问：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情况如何，为引导
有序流转《意见》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

答：在总结基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意见》提出了
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坚守土地流转的底线。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保护农民承包权益，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
搞行政瞎指挥。要确保流转土地用于农业生产，重点支持粮食规模化生产。二
是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式。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长期流转承包地，鼓励通过互
换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允许农民以
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三是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尊重农
民在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村级组织只能在农户书面委托的前提下才能组织统
一流转， 禁止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
营。四是加强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电）

民族精神再铸太行丰碑
———探访“新乡现象”（上）

黄河之水， 流淌着中华民族情系家
国、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太行
磐石，镌刻着太行儿女万众一心、英勇奋
斗、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

坐落在灵山秀水之间的河南新乡，面
积不大、人口不多，特殊的地理坐标，孕育
了她丰厚的精神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新
乡人民满怀豪情谱写了一曲曲壮歌，涌现
出

１０

多个全国先进、

１００

多个省级先进、

１０００

多个市县级先进人物， 其中
５

人被党
中央号召学习。

典型辈出、群星灿烂的“新乡现象”，

正是民族精神铸造的又一座太行丰碑。

扎根热土苦干实干
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要想干成一番事业， 只有苦干实
干。” 这是获嘉县照镜镇楼村党委书记许
福卿常常念叨的“干部经”。

１９６６

年新乡工
业专科学校毕业后， 他毅然返乡务农，扎
根农村，一干就是

４８

年。

“许书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干活不惜
力，能吃苦，几十年如一日带领群众苦干、

实干。”村民们记得，

３０

多年前，在治理盐
碱地的

１０

年大会战中，许书记一天都没有
休息，出勤率全村第一。

１０

年苦干， 楼村
３０００

多亩盐碱地全
部成了旱涝保收田， 从根本上解决了温
饱问题。后来，许福卿又带领楼村发展高
科技产业，引技术找项目，攻坚克难，先
后办起

３０

家企业，一年的生产总值达到
８

亿元。

上级领导几次提出把许福卿调到县
里工作，都他被拒绝了。“村里上马的新项
目，还不稳定，我离不开村，乡亲们也离不
开我。”许福卿说。

每次提到成绩，许福卿总要说起自己
的老师史来贺。

１９５２

年， 年仅
２１

岁的史来
贺当选新乡县刘庄村党支部书记。为了兑
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誓
言，他带领全村群众艰苦奋斗，把刘庄周
围
７５０

块凹凸不平的土地改造成现代化农
业园区。为了提高棉花产量，他在棉花试
验田里一住就是八年……

在新乡，扎根农村苦干实干的典型不
在少数。 老先进郑永和退休后住进深山，

成立“老头队”，志愿给群众治虫、种树、修

路、挖渠。吴金印在乡镇干了近
５０

年，

７０

多
岁了还带着群众挖沟造田。张荣锁退伍还
乡，带领群众劈山凿洞，大干

３

年，绕
３０

道
弯，建成太行“天路”。

心系群众无私奉献
带领群众共同富裕

辉县市裴寨村支书裴春亮，幼时家境
贫寒， 几乎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１３

岁辍学后，他拉煤灰、学电机修理，从开饭
店起步，成了远近闻名的企业家。

富了的裴春亮， 不忘回报乡里。

１５

年
来，裴春亮用于扶贫助困、建新村、修水
库、社会公益等慈善捐款达

１．１８

亿元。全村
１６０

户村民告别地窖水，喝上自来水；告别
“靠天收”，用上“自流灌”；告别土坯房，住
进“小洋楼”。

老典型范清荣的儿子范海涛，是新乡
先进群体中的后起之秀，是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

２００８

年，范海涛任南李庄村党支部书
记以后，投资百万元打深水井、修路。

２０１０

年，他从自己企业挤出
１．６

亿资金，为全村

村民每户无偿建造一套
２７０－２９０

平方米的
“别墅”。

这几年，他又为村里建起了家居建材
城、农贸市场、敬老院。人人有活干，村中
无闲人，农村最为突出的“盖房难、致富
难、养老难”，也都得到妥善解决，南李庄
村从远近闻名的落后村变成了先进、文
明、富裕村。

一心为公甘守清廉
得来风清气正心齐

老典型史来贺离去时为刘庄留下
９

亿
元的资产， 而他自己和老伴的四季衣物，

却还都挂在卧室的一根铁丝上……因为
家里没有像样的衣柜。

“干部是面镜，群众是杆秤，要想打好
铁，必须自身硬。”老典型吴金印说。

２０

年前， 唐庄的
１２

万吨水泥厂立项。

在订购设备和机器安装阶段，许多打承包
主意的人蜂拥而至，有的还给吴金印送来
回扣、好处费，吴金印把礼金一一退回，对
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咱当的是老百姓的
官， 工资是从人民上交的税款中来的，再

拿人民的钱换取‘好处费’，不成了吸血鬼
了吗！”

几次这样的事下来，来唐庄做生意的
人再也不动歪脑筋。 如今，

３０

多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在唐庄落户，

２０１３

年全镇工业产
值
４０

多亿元。不少投资者都说，“就是冲着
唐庄这股正气而来”。

“只想自己富，不要当干部；要当好
干部，必须走正路。”许福卿常说，“当干
部就要做到身不懒、嘴不馋、财不贪、心
不偏。”他千辛万苦筹建企业，每个企业
稳步运转盈利了， 就放手交给村两委选
出的厂长。厂里上交村集体的利润，他一
分也不拿。

干部秉公清廉， 汇聚了清风正气，也
换来团结一心的良好风尚。楼村开村民大
会，即使冬天早上六点开，村民也齐刷刷
地准时到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说，

新乡每个先进典型身上，都体现出人民公
仆的核心价值， 他们创造出的精神文化，

得到普遍支持和认同， 形成了崇尚先进、

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新华社郑州
１０

月
２０

日电）

“新乡现象”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典范

１０

多个全国先进、

１００

多个省级先
进、

１０００

多个市县级先进人物， 其中
５

人
被党中央号召学习———典型辈出、 群星
灿烂的“新乡现象”，为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民族精神树起一座座时代丰碑，更
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又一个生动
典范。

新乡典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他
们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身上吸
取力量。 全国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
金印始终坚信“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
有力量”，凭着这种信念，他几十年如
一日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带领
群众向石缝要土，在河滩造田。为解决

交通难题， 退伍还乡的张荣锁带领群
众迎难而上，开山劈石，终成太行“天
路”。

群众的利益高于天， 以群众所思所
盼为奋斗目标， 才能始终得到群众的支
持。全国道德模范裴春亮、范海涛先后捐
出过亿元资金，为乡亲谋生路、求发展。

史来贺向科技要产量， 在棉花试验田一
住就是

８

年，总结出一套植棉经验，创出
当时皮棉亩产历史新纪录。 楼村支书许
福卿以科技兴农，锐意创新，先后创办

３０

家企业， 年产值达
８

亿元。“只想自己富，

不要当干部”。典型们的朴实话语，体现
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和淡泊名利的高
尚情操。

公生明，廉生威。克己奉公，坚守廉

洁，才能一身正气。村民没有全部搬进新
居，史来贺就拒绝搬出老瓦房，他为集体
留下数亿元资产， 自己家中竟没有个像
样的衣柜。面对企业丰厚盈利，许福卿悄
然身退，一分不拿。物流中心、农贸市场
落成，范海涛直接交给村集体，自己不贪
不占。他们坚信“群众心里有杆秤，群众
在我们心里有多重， 我们在群众心里的
分量就有多重”。

尽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
经收尾，但作风建设并未收场，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没有终点。“新乡现象” 告诉我
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赢得群众
的信任。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社会发展
才能形成不竭的动力。

（新华社郑州
１０

月
２０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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