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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勇

“土地流转———金土地上的新希望”系列报道之三

确权发证，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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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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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意见》）指出，加强对承包
地的保护，是促进土地流转起
来， 形成规模经营的重要前
提。

过去，农户承包地主要是
按照承包合同进行管理，因此
容易出现面积不准、 四至不
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手续
不健全等问题。而建立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一是
针对现实矛盾，解决好承包地
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
位置不明等问题； 二是按照
《物权法》要求，完善合同、健
全登记簿、 颁发权属证书，确
认农户对承包地的占有、使
用、收益等各项权利。 这是稳
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
基础，是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
的重要前提，也是调处承包纠
纷、开展抵押担保、落实征地
补偿的重要依据。

今年年底，我市计划完成 11个村确权发证试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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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记者在市农业局农业经营
管理站采访时了解到，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 我省要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任务。

“

2013

年， 全国
105

个县开始实施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

我市平桥区彭家湾乡的一个村被列入试
点，目前已完成试点工作。

2014

年，我市在
9

个县区（不含固始县）的
11

个村进行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计
划今年年底完成任务。 ”该站站长崔怀德对

记者说。

崔怀德介绍，今年
8

月，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的意见》， 要求结合
我省实际，按照“先试点探索路子，后全
面推开”的总体思路，从

2014

年开始，在全
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试点工作。

按照要求， 在保持现有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以已签订的
土地承包合同和已颁发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为基础，坚持“三不变、一禁
止”，即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户承包
地块、面积相对不变，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
起止年限不变。 严禁借机违法调整和收回
农户承包地。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试点工作， 实际上就是对那些存在面
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
不健全等问题的地块进行实测， 完善乡
村土地登记簿，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建
立土地信息库， 为农村土地建立电子档
案。 同时，避免因土地引起的纠纷，也是
今后土地流转的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 ”崔
怀德说。

崔怀德强调，在开展试点工作中，对实
测面积，经公示后据实登记，作为确权变更
依据。 实测面积暂不与承包面积确定的农
业补贴基数挂钩。 对存在争议和纠纷的地
块，先依法解决，再予以登记确权。

(

下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推进现代
农业发展》）

确权发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30

多年来，有
些农民因承包的土地在面积、四至、档案等方
面的缺失，造成了一些矛盾与纠纷。

2012

年， 平桥区洋河镇的农民刘女士因
与邻居产生土地纠纷，走上了讨回自己承包地
的信访之路。

据刘女士介绍，

1998

年前后，邻居的一块
适合种水稻的水田位于她家门口。当时为了就
近耕种，她就和邻居商量，用自己的

5

亩坡地
调换邻居的几分水田。 “当时双方协商，田地只
是临时交换着耕种，以后该是谁的田地还是谁
的田地。 因为都是邻居，当时也没有写书面的
协议。 ”刘女士说。

后来，刘女士的老伴去世了，国家也取消
了农业税。 没有了种田能力，刘女士就随着儿
子在市内居住。

2012

年，她听说家里的土地开
始流转，就回到家乡领取流转土地补偿。可是，

原来的
5

亩坡地她已无法领取补偿了， 因为，

十几年了， 邻居说当初土地双方同意了互换，

这
5

亩地的承包权已不属于刘女士了。

因当初没有签订协议，加上村组里的承包
地档案不全，刘女士无法证明这

5

亩地原来是
自家承包的，因此，她讨要土地才会困难重重。

和刘女士境遇相似的段老汉，也遇到了承
包地权属纠纷。家住平桥区彭家湾乡的段老汉
1998

年前将户口迁往市区， 但承包的责任田
在自己种几年后委托给亲戚耕种，他一直领取
粮食补贴。

2013

年，段老汉所在村组的土地被
项目征用，他回老家领取征地补偿款时，却被
告知没有他的，因为他的户口迁走了，田地应
该退回集体。 “我有土地承包合同，也有土地承
包证，并且年年领取种粮补贴，咋就没有我的
土地了呢？ ”段老汉很郁闷。

“以前咱俩是调换着耕种的， 现在我要求
把各自的田地调回来。 ”近日，河区十三里桥
乡的一位农民也因为这事和邻居闹起了矛盾。

十三里桥乡属于浅山区， 田地高低不平，

道路曲折狭窄，离家较远的地块耕种起来很麻

烦。 于是，一些村民就商量着就近互
换。 因为当初互换田地时承包证上
没有变更，也没有啥书面的文字，所
以，随着土地流转的推进，常常因为
土地的权属互相扯皮。

“在我市广大农村，一些村组的
农户为了方便耕种， 大都采取口头
商量的办法互调田地耕种。 由于农
民的维权意识不强， 认为都是乡里
乡亲的不会赖账，所以，都没有签订
书面协议。 一旦出现利益问题，就会说
不清理不明，造成土地纠纷，不仅影响邻
里和睦，也不利于社会安定。 ”我市一家
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说。

李律师说，《意见》 提出抓紧抓
实农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是保护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解
决农村土地承包现实问题， 化解矛
盾纠纷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