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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结构面临重大改革，“十四五”时
期，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的现状将成为历
史。中国官员指出，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并将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调整完善
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对稳步提高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
作出了安排部署。

《意见》要求，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到“十四五”
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
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
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
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

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土地市场在全国主要城市逐步建
立。1992年至2003年，全国累计收到1万多亿元(人民币，下同)
的土地出让金。2004年中国土地出让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经营
性土地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由于“招、拍、挂”的核心
是“价高者得”，全国土地收入猛增。

据统计，从2013年到2018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累计高达28万亿元，扣除成本性支出，土地出让收益为5.4万
亿元，占土地出让总收入的19.2%。其中，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
业农村资金支出合计1.85万亿元，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6.6%。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征地规模和土地出让规模不断扩
大，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大幅度提高”，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24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长期以来，土地增
值收益主要用在城市，城市建设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很大。

2019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由1978年的1.72亿人，增
至8.48亿人，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60.6%，可以说经历了
一个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

韩俊指出，现在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60%，已经到了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的阶段，土地增值收益要更多地用于“三农”。现在要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可以说，乡村发展是扩大内需的一个
重要战略支点，必须下决心解决土地增值收益长期以来“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的问
题。

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央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健全乡村振
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全面促进乡村振兴，需要‘真刀真枪地干、真金白银地投’”，韩俊
说，因此，必须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
比例，是一个重要的资金筹措渠道，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局长吴宏耀说，提高土
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是城乡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对此，吴宏耀说，一是要分步实施改革。各省(区、市)可以确定年度目标和实施步骤，
合理把握改革的节奏，到2025年达到目标要求。二是要严格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是要明确向县级倾斜的政策导向。

《意见》提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
县级倾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的主动权。

吴宏耀认为，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过去主要投向了城市，现在要求更多投向农村，所以
地方资金使用总量并没有减少，只是使用范围和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可以说从“左口袋”
掏到了“右口袋”，所以没有给地方政府增加新的负担，通过上述措施，这项改革对地方财
政收支的影响不会太大。

韩俊表示，目前，在中央层面，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是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以及
市县政府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这些方面中央都会统筹一定比例的资
金。今后，中央还会继续按照现行规定和标准来统筹一定资金，这个比例是不变的，不会
增加地方负担。 （中国新闻网）

中
国
城
乡
关
系
重
大
调
整
：

万
亿
元
卖
地
收
入
将
反
哺
农
业

秋分时节，遍地金黄，瓜果飘香，在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欢喜庄园的千
亩稻海中，2020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
收节”拉开序幕，来自全市各区和受援
地区的群众代表与宝坻人民一起晒丰
收粮、吃丰收宴、赏丰收景，共享天津市

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此次活动由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员会主办，宝坻区委、区政府承办，天津
市农学会协办。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

“庆丰收、迎小康”。 2020 年天津市
“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由“津农精
品”推介、天津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
就展、文旅互动区、立体种植区、天津
市现代农业成果展、丰收美食街等部
分组成。欢喜庄园内，稻浪翻涌，稻穗
飘香，稻下鱼蟹肥美，一派北国江南好
风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天
津市积极采取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强
化科技成果应用、强化金融政策支持、
强化生产指导服务、强化畅通产业链条
等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全力推动农业生
产发展，使全市农村广袤的大地呈现出
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硕果累累挂枝
头”的丰收景象。

现场专门设立了天津市现代农业
成果展，“津农精品”推介活动集中展示
天津市各区“津农精品”农产品，包括耳
熟能详的小站稻、茶淀葡萄、崔庄冬枣
等特色农产品；现场还设立了丰收美食
街，不仅有宝坻及天津各区的风味美
食，还有受援地区的特色小吃。

丰收节还安排了钓蟹、捉鱼比赛等
体验活动，让游客满足味蕾的同时，体

验农活儿的乐趣。好看、好吃、好玩，让
前来参加丰收节的京津等地游客嗨起
来。

“看了宝坻特色的文艺演出，品尝
了潮白河酥鲫鱼、蒜香饹炸等宝坻美
食，现场感受丰收的喜悦真好。宝坻景
美人更美，以后我们要常来。”来自北京
的游客张女士兴高采烈。天津丰华裕
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国表
示，公司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快速发
展起来的，今后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甘薯种植，让更多
群众增收致富。

据了解，2020年天津市“中国农民
丰收节”主会场从即日起至10月8日结
束。除主会场外，在全市范围内将举办
98场具有天津特色的节庆活动，内容包
括农产品展销、农产品采摘、休闲农业
观光、民俗表演、乡村歌会、农民运动
会、乡村传统艺术品展览等活动。其中
宝坻区还将举办黄庄镇第十届黄庄新
米节、王卜庄镇特色农产品展示庆丰
收、周良街道“庆丰收、迎小康”文艺演
出等系列活动。

（王聪聪）

2020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

实习编辑:胡 静

近日，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七井
山八棚村蔬菜交易中心，村民们忙着将
一箱箱高山辣椒搬运上货车。

“我们这儿海拔有 800米。今年 8
月，高山辣椒开售，供不应求，且价格可
观。一斤单价最高能卖到7元。开卖当
天，来了 13辆大货车呢，装走 5万斤辣
椒。”当天，八棚村党支部书记潘卫东也
在忙活着，他也种了4亩辣椒，一亩产量
约4000斤。

在上世纪末，七井山是个人均年收
入只有八九百元的贫困山区，村民种植
水稻等传统作物。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当地充分发挥高寒山区独特的气候资
源优势，积极引导农民转变思路，发展
高山蔬菜产业，高山辣椒就是其中一
种。

然而，这种高山辣椒有着坏“脾
气”，它怕水，但又不能缺水，如果露天
种植，雨水过多，辣椒就会烂，且病虫
害易发，让当地农户对大规模种植高
山辣椒产生了顾虑。2017 年，淮南市
凤台县与石台县进行结对帮扶，在产
业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上发力，安排资
金帮扶支持七井山地区高山蔬菜钢架
大棚建设。

“钢架大棚加上地
膜 、棚 膜 、滴 管 等
基础设施，一亩成
本价要 1 万余元，
农 户 只 需 自 筹 约
一半的费用，钢架
建成后，使用 8 年
时 间 没 问 题 。 种
上高品质红辣椒，
百 姓 日 子 也 红 火
起 来 。”潘 卫 东 介
绍。

如今，八棚村
拥有钢架大棚 600
余亩，仅蔬菜单项
收入近800余万元，
还成立了蔬菜，茶
叶、中药材合作社，
并开展生产技术培
训，“避雨栽培”的
高山辣椒也源源不
断销往合肥、芜湖
等周边市场。

在不远处，坐落于层峦叠嶂之中的
石台县杏溪村。65亩猕猴桃采摘园里，
猕猴桃已经采摘、收获完毕，扶贫车间
里，机器声响，乡亲们劳动着。几年前，
还不是这番景象。

该村共有 268户 853人，2014年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 230人，贫困发生率一
度高达25%。杏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周军 2018年初到
此，他回忆，村民们对创新、创业这些字
眼望而却步，没什么奋斗热情。

他与村两委、村民代表谈心，并前
往浙江省衢州市考察，一路走一路学。

同时“摸家底”，深入调研全村自然禀
赋、特色优势。他发现有农户养土蜜
蜂，山林里生长有野生猕猴桃，这给了
他新思路。

随后，周军请来安徽省农科院院
长赵皖平、安徽农业大学养蜂研究所
所长余林生等来村调研，把脉问诊，
研究制定《杏溪村 2018-2022 年产业
发展规划》，将村里养蜂能人聚在一
起商量，明确重点建设深山土蜂蜜、
优质农产品、乡村休闲旅游等特色产
业。

经实践，村民的热情更高了。周
军趁热打铁，协调村里与江山福赐德
蜂业公司敲定合作协议，精心选址开
办 2 个规模化养蜂场，建立中华蜂养
殖基地，辐射带动贫困户养殖，打造土
蜂蜜产业。今年至今，杏溪村深山野
蜂蜜产量达 3000余斤，营销收入达 35
万元。

近年来，该村还建成占地65亩的猕
猴桃采摘园、占地20余亩的食用菌种植
基地，成功引进并建立扶贫驿站和车
间。2019 年底，该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

据了解，石台县地貌以低山、高丘
分布最广，境内沟壑纵横，曾是安徽省9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近年来，该县发展、引进特色产
业，全县 35个贫困村发展 37个农业特
色产业扶贫园区（基地）茶园、高山蔬
菜、中药材基地，增强村集体和扶贫产
业造血功能，带领群众按下脱贫致富

“快进键”。2020 年，石台县顺利脱贫
摘帽。

（中国青年报）

安徽石台县：高山辣椒“按下”脱贫快进键

一座座平顶的、拱顶的白色大棚，
整齐排列于大山环抱的河谷地带；走进
大棚，无土栽培的苦苣、茼蒿青翠繁茂，
传统种植的黄瓜、茄子、辣椒挂满枝
头 ......

“你看这棚苦瓜，从7月9号摘果至
今，已经产出5万多斤，预计整茬下来不
低于 7万斤，都快赶上内地的产量了。”
来自山东寿光的孙文庆兴奋地说。
孙文庆是西藏珠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的技术员。

这家大型农业龙头企业，位于珠峰
脚下有着雪域高原“果蔬之乡”美誉的
日喀则市白朗县。

2017年起，公司整合资金、流转土
地 1087亩建起 119座大棚。公司董事
长巴桑顿珠几番邀请，才从山东挖来孙
文庆在内的10人技术团队。

“都说现代农业未来看好，我第一
次涉足，能做到保本微利已经很不容易
了。”在白朗土生土长的巴桑顿珠说。
三年前，这位做过工程、办过广告公司、
开发过房地产的企业家，在政府鼓励下
投身蔬菜产业，助力当地百姓增收致

富。
“全国蔬菜看寿光，西藏蔬菜看白

朗”，作为“世界屋脊”上规模最大的蔬
菜产区，珠峰农业等龙头企业进驻，承
载着白朗县蔬菜产业提档升级的希望。

早在1998年，在山东济南援藏干部
的帮助下，白朗县就开始建大棚、种蔬
菜。白朗县委书记陈昊介绍，到 2015
年，白朗蔬菜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但产
业小、散、弱，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弊端依
然存在。

如何做好产业扶贫？白朗县决定
将招商引资和培育本土企业并举。和
珠峰农业一样，山东寿光蔬菜产业控股
集团、上海孙桥溢佳公司、湖南华绿公
司等企业纷纷落户。

投身果蔬种植，巴桑顿珠意识到：
只有精耕细作、严格管理，才能让现代
农业逐渐脱离政府部门的扶持，实现独
立存活和可持续发展。

来自周边村落的村民米玛片多，是
珠峰农业蔬菜园区 B区 1-3号棚的棚
主。在这个 5亩的苦瓜棚内，米玛片多
负责日常看护和田间管理，农忙时还会

请村里的农户前来帮忙，每人每天工资
在140元上下。

“公司给我定了指标，这个大棚每
茬苦瓜产量如果高于 5万斤，多出部分
的收入，公司拿小头，大棚管理团队拿
大头。”米玛片多说，现在每个棚主都干
劲十足，对工人的管理也严格起来，农
户们上班时间喝青稞酒、打牌的习惯完
全没有了。

珠峰农业的蔬菜园区建成以来，目
前已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近2000万元，为
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 500多万元，
并吸纳近200名农牧民就业。

而放眼白朗县，在龙头企业带动
下，蔬菜产业蓬勃发展，全县 7000多户
农牧民，有 3200余户直接参与果蔬种
植，2019年户均增收1万元以上。

蔬菜园区内，每名山东技术员身后
都跟着一名藏族大学生和一名种植
员。来自白朗县查吾冲村的旺久今年
44岁，一直尊敬地称呼孙文庆为“格拉”
（藏语意为“老师”）。在孙文庆的帮助
下，旺久学会了育苗、移栽等技术。“公
司鼓励大学生和种植员掌握更多技能，

三年后就能担负起独立经营、管理企业
的任务。”孙文庆说。

巴桑顿珠正在谋划更大布局。
在巴桑顿珠看来，雪域高原空气、土

壤都很纯净，病虫害较少，蔬菜品质更好，
但内地蔬菜的品相好、价格低，对本地菜
冲击很大。为此他推动园区的多个品种
做有机蔬菜认证，“好东西就应该卖出好
价钱。”他说。

眼下，珠峰农业还在筹划“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合作模式。通过为合作社统
一提供技术培训、发放种苗，采取统一品
牌、统一收购、统一价格的方式，巴桑顿珠
希望将优质农产品的规模不断做大，最终
目标是将白朗蔬菜打入内地市场。

从20年前种植业蹒跚起步，到今天
向精细化管理和市场开拓转型，白朗蔬
菜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

陈昊说，产业发展是脱贫增收的根
基。“我们努力迈过规模化、产业化、品
牌化经营的门槛，相信白朗的蔬菜将会
更翠更绿，瓜果也将更香更甜，让农户
品味到更加稳固的小康生活！”

(新华社)

珠峰脚下瓜果香
——西藏白朗县提档升级蔬菜产业助力脱贫增收见闻

事先得知桐山街道古岭村很远，没想到去古岭村张厝自然村更远。
山路十八弯，头一次去不会坐车的我就先吐了一番，古岭村主任薛巧文一
边递纸巾一边拍着我的背说：“以前我们也是这么吐过来的。”不禁对眼前
扶贫工作人员肃然起敬，同时也明白交通不便是村民致贫的原因之一。
终于到了目的地，映入眼帘的是两所反差巨大的房子。右手边的房子是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木质结构，半倒状态，岌岌可危。破败不堪的屋檐
下，杂物散乱摆放。而左手边的房子是二层砖混结构，整洁干净的灰色水
泥外墙还装有空调风机，窗明几净，地面一尘不染，拖鞋摆放得整整齐齐。

“两所房子就是张世秋扶贫前后的真实写照。”古岭村书记苏秉勋感叹道。
时间的车轮转到4年前，那时的张世秋还是个单身汉，是古岭村“鼎鼎

有名”的贫困户，父母早亡无依无靠，成天以酒为伴，精神状态不佳，没有固
定工作，是一名靠天吃饭的流动工人。

2016年春，古岭村扶贫工作开始后，把张世秋列入精准扶贫户，他的
生活开始不断向好发展。在村民和包户帮扶干部的撮合鼓励下，他娶了
一个东北媳妇。但张世秋缺乏职业技术和创业资金，再加上家庭开销，他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经过仔细摸索，包户帮扶干部“因贫施策”，为张世秋一家量身定制了
脱贫计划。一是扩大白茶和黄栀子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二是发挥妻子
家乡的资源优势，代购南北方特产。

扶贫工作一启动，包户帮扶干部就帮他申请小额贴息贷款3万元，用
于扩大茶叶种植面积，还帮他报名参加茶叶加工培训“雨露计划”，提高张
世秋茶叶种植的技能。不仅如此，包户帮扶干部每年还帮张世秋申请扶
贫资金，用于发展种植茶叶、购买生产材料、改善田间管理条件。包户帮扶
干部还多次邀请农业技术特派员入村开展讲座，到地里田间帮助农户改
善经济作物管理，一有学习的机会，包户帮扶干部就通知张世秋去学习。

张世秋也被包户帮扶干部敬职敬业的精神感染，变得积极主动，不仅
把自家经济作物管理得越来越好，还将所学知识帮助其他村民。如今，张
世秋的茶园和黄栀子地已扩种到9亩，仅茶叶年收入就达1万元。

张世秋的妻子高新菊得到包户帮扶干部启发，立马着手引进长白山优质参茸，同时
把福鼎白茶销往东北。为了帮助高新菊打开参茸销路，包户帮扶干部充当起“推销员”，

“见缝插针”向领导、同事、家人和朋友宣传，甚至每次会议结束还不忘帮忙宣传高新菊的
参茸产品。桐山街道办事处还为高新菊开了一场东北高丽“发布会”，发动全街道有需要
买补品的工作人员进行购买。除此之外，桐山街道联合福鼎市市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在市场设立精准扶贫户农产品自产自销区，供贫困户免费使用。通过一次次的消费扶
贫，高新菊的参茸产品渐渐打开销路，靠卖参茸产品每年可以补贴家用2万元左右。

夫妻俩和包户帮扶干部其乐融融地在水泥房里促膝长谈，近5年的帮扶相处，张世
秋和高新菊早已把包户帮扶干部当作自家人，家里大小事情都会和包户帮扶干部说。

从贫困潦倒到热衷公益，张世秋夫妻俩还把村路当作自家的路，清扫得干净整洁，
爱护村里的绿化种植，成为村民心中典范。今年，张世秋一家还被评选为“文明家庭示范
户”，妻子高新菊被推举为古岭村妇联执行委员。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张世秋能如期脱贫，离不开桐山街道包户帮扶
干部尽心尽力地帮扶，“因贫施策”，为贫困户量身打造脱贫思路，全力打破贫困户思想桎
梏，实现贫困户产业“造血”，脱贫致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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