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业态

支持休闲旅游养老

唐仁健说
,

当前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乡村养老等新
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旺盛。因
此

,

文件提出允许通过村庄整
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
用地采取入股、 联营等方式

,

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
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文件强调
,

要认真总结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

,

在充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
权、 防止外部资本侵占控制的
前提下

,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
权
,

维护农户依法取得的宅基
地占有和使用权

,

探索农村集
体组织以出租、 合作等方式盘

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
,

增
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他指出
,

宅基地等集体建
设用地利用中要注意两点

:

严
禁违法违规开发房地产或建私
人庄园会所； 注意保护农户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

防
止集体资产被外来资本控制。

文件还提出
,

支持有条件的乡
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
载体、 让农民充分参与和收
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
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
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
点示范。

唐仁健表示
,

当前急需培
养乡村建筑设计、 乡村规划人
才。文件对此提出

,

鼓励高等学
校、 职业院校开设乡村规划建
设、 乡村住宅设计等相关专业
和课程

,

培育一批专业人才
,

扶
持一批乡村工匠。

（据《法制日报》）

06

2017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

责编：王娟创意：王雪颖质检：刘凤
深读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投稿邮箱：

xywbnews@126.com

近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
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正式公布。

这份
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
“三农”工作

,

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
主线。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
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主任唐仁健接受了
媒体采访

,

全面解读文件精神。 有关专家
针对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

,

通过分析中央
一号文件进行了解答。

解读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

快来看看对农民有啥影响

种植养殖

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内
外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

,

出现
许多新矛盾新问题。 ”关于农
产品种植

,

唐仁健说
,

目前主
要是农产品需求升级了

,

有效
供给跟不上； 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到了极限

,

绿色生产跟不
上； 国外低价农产品进来了

,

国内竞争力跟不上； 农民增
收传统动力减弱了

,

新的动力
跟不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不成功

,

要看供给体系是否
优化、效率是否提高

,

更要看农
民是否增收、是否得实惠。主攻
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唐
仁健表示

,

要用改革的办法来
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
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

,

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 更加
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

实现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村增

绿。农民可以尽快转变思路
,

播
种养殖生态化绿色农产品

,

提
升产品质量

,

由粗放种植到精
细种植过渡。

唐仁健在解析文件内容时
说
,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
括结构调整和改革两大板块。

其中
,

农业供给侧结构要推进
“三大调整”———

调优产品结构
,

突出“优”

字。 文件提出要统筹调整粮

经饲种植结构
,

发展规模高效
养殖业

,

做大做强优势特色
产业

,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

提
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水平。

调好生产方式
,

突出“绿”

字。 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

修复
治理生态环境

,

既还历史旧
账

,

也为子孙后代留生存和发
展空间。 文件提出推进农业
清洁生产、 大规模实施农业

节水工程、 集中治理农业环
境突出问题、 加强重大生态
工程建设等。

调顺产业体系
,

突出“新”

字。 着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
态

,

促进三产深度融合
,

实现农
业的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

文件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产业、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加
快发展现代食品产业、 培育宜
居宜业特色村镇等。

三权分置

承包关系仍长久不变

从
1978

年小岗村开全国
之先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至今

,

已经第
39

个年头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是当时
在公有制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创
新

,

将土地权利一分为二
,

也就
是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
分开

,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给农
民
,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
积极性。

近
40

年后的今天
,

根据数
据统计

,

截至
2015

年年底
,

全国
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
4.43

亿亩
,

占比达
33.3%,

另一
组数据则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人
离开农村土地

,2016

年
,

我国城
镇常住人口

7

亿
9298

万人
,

城

镇化率为
57.35%

。

“早年土地承包时
,

每户分
到的土地都包括好、中、差不同
等次的小地块。 这导致土地破
碎分散

,

大户在流转土地时
,

常
因‘插花地’ 的存在而难以成
行。”在福建省长泰县农业局经
管站站长杨春龙看来

,

农民参
与土地流转时最大的问题源自
“心里没底”

,

他们担心一旦流
转出去

,

多年后将陷入权属争
议
,

要不回来了。而另一头
,

种植
大户也郁闷不已

,

一片地
,

就那
么三五户

,

自己不种也不流转
,

没法成方连片
,

耽误了规模化
作业。

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
,

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
出
,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
,

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
权分置”办法。 此外

,

文件还提
出
,

通过经营权流转、 股份合
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
种方式

,

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

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
经营。

“三权分置”即是在以往的
“两权分置”基础上

,

将原来的
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

,

承包权
还是归农民

,

经营权则独立出
来
,

可以流转给非农户。

为了让农民心里更踏实
,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推进农

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

扩大
整省试点范围。此外

,

去年年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
的意见》中明确

,

要稳定现有土
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限
制其流转土地； 不得违法调整
农户承包地。“为农民的土地确
实权

,

颁铁证
,

给农民吃上定心
丸。”山东省农业厅厅长王金宝
说
,

保障好农民权益
,

搞“三权分
置”就相对容易得多。

对于经营大户而言
,

“三权
分置” 除更好地促进他们进行
土地规模集中外

,

还可以有效

地利用经营权进行融资
,

盘活
农村的资源、资金、资产

,

增加
农业中长期和规模化经营的资
金投入。而在以往

,

土地流转的
租地人无法用土地承包经营权
去抵押贷款。

那么
,

合作社、种植大户借
人家的地去贷款

,

万一经营不
善怎么办？ 农民会吃亏吗？ 对
此
,

山东省寿光市农商行行长
郎咸鹏说

:

“还不上贷款
,

到最后
处置抵押物时

,

也只是处置这
块土地的经营权

,

对农户的承
包权没有影响。 ”比如

,

银行可
以通过寻找下家“接盘”再来搞
土地经营

,

照样还得付给农户
当初约定的土地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