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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志源
□ 杜福建 汪本明 魏广钊 李延山

田成畦、林成网；渠水欢、路相连。
走进河南省桐柏县，但见刚平整好的土
地像一条条彩带缠绕在青山之间，随处
可见的田园美景令人如行走在美丽的
水墨山水画中。当地干部群众深有感
触地说，县政府的一项举措，抓住了机
遇，在桐柏实施了万亩以上土地整理项
目，这个深得民心，合民意，利国利民
的工程，给桐柏带来了空前的变化。

“这里原是一片荒坡，杂草丛生。
庄稼人把这里称作是茅草窝。现在，这
片面积达 80 余亩的荒坡变成了梯形
田，这其中就有我承包的 1.2亩土地，增
收致富又有了新的土地。”正在附近田
野间忙碌的彭沟村村民张国和满颜欢
喜地告诉记者。

荒岗变良田，心中似蜜甜。随着土
地开发整理力度的不断加大，像张国和
一样，桐柏县偏远山区越来越多的农民
享受到了土地开发整理带来的红利。

庚子年注定是历史上一个不平凡
的年头，疫情肆虐，生产生活遇上前所
未有的困境。今年以来，他们尽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
不利影响，全力推进复工复产，以项目
建设助推经济发展。目前正在实施的
2018 年度入库备案的有关补充耕地储
备项目，规模约为 2 万亩，项目全部完
工后，将给桐柏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喜
悦！

彭沟村的变化仅是桐柏县通过实
施土地开发整理、促进农村发展的一个
缩影。近 3年来，全县共完成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 7个，开发整理土地 26万亩，
投资达 8 亿元，实现新增耕地 6 万亩，
惠及 10多万农民。

土地整理的政策红利犹如春风化
雨，滋润着桐柏大地，山山水水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绿水青山因土地整理
与金山银山“攀亲结缘”。

抢抓机遇 土地整理“紧锣密鼓”

桐柏县是河南省南阳市下辖县，位
于河南省南部，南阳盆地东缘，桐柏山
腹地，为河南、湖北两省天然分界线，
素有“宛东咽喉”“信西屏障”之称，也
是淮河的发源地。总面积 1915平方公
里，辖 11镇 5乡，215个行政村（社区），
总人口 43.8 万人，境内地貌以浅山、丘
陵为主，斜贯县境的桐柏山构成地貌骨
架，桐柏山主脉由西向东，蜿蜒于县境
南侧，余脉延伸至中部、北部和东北
部，形成大面积浅山和丘陵。典型的山
区县，自然特点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山多地少，土地资源有限，农业怎
么发展，农村怎么振兴，农民怎么富
裕，这是桐柏县的决策者们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近年来，桐柏县认真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富强和谐桐柏、
实现率先崛起的奋斗目标，按照“工业
立县、项目统揽、开放带动、发挥优势、
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着力构建一山
（围 绕 桐 柏 山 大 力 发 展 文 化 旅 游 产
业）、两线（沿 312 国道、桐明公路两线
调 整 农 业 结 构 ，打 造 特 色 农 业 隆 起
带）、三点（以淮北工业城、安棚化工
城、埠江轻工城三个园区为载体，做大

做强县域工业）的经济发展格局。
而今，加快推进土地整治，是桐柏

因地制宜进行的一项有益探索。“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关键是怎么‘吃’。”桐
柏县决策者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只有
对绿水青山进行“物理性”改造，既不
破坏环境，又要让其为民造福，走可持
续发展的路子，才能健步走向“金山银
山”。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提高老区人民
的生活水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近
年来，桐柏县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力
度，把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施，作为
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重要工作来抓。
为确保土地项目能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桐柏县把各项土地开发整理工程作
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摆上重要位置，
采取—系列有效措施，依靠群众做好项
目的土地权属调查和土地调整分配等
工作，从而保障了项目工程的规范、健
康、有序、顺利开展。

因地制宜 土地整理“步履坚实”

桐柏是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发
展热土。为把土地开发整理这一功在
当代的民心工程建设好，桐柏县建立了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储备库，分批对全县
的土地现状进行全面调研与勘察，编制
了土地整治规划，挖掘土地开发整理复
垦潜力，划定土地开发整理重点区域，
统筹安排土地开发整理重点项目，分门
别类收录数据，丰富完善项目储备库，
克服了以往的盲目性，实现了从分散整
理到整村推进综合整治的重大转变，为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申报奠定了坚实
基础。

只有精准，才更有效。针对毛集
镇、黄岗镇、固县镇、吴城镇等 4个镇耕
地分散且凹凸不平等实际状况，桐柏县
实施了总投资达 3.48 亿元的土地整理
项目，项目覆盖面积 24万余亩，通过实
施田、水、路、林、居综合整治，惠及 37
个行政村 7 万余人。黄岗镇农民种植

的花生亩产由过去的 150 多公斤猛增
到 600斤左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
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我家承包了 200
多亩耕地，种植的花生亩产量最高达到
了 350 余公斤。”王庄村种植大户王留
平告诉记者。吴城镇罗畈村种植大户
代凯在土地整理改良后，连片种植供港
蔬菜 600余亩，亩净收益 1000余元。

为确保项目建设的进度与质量，桐
柏县实行了项目管护保护碑制度、项目
标段控额制等措施，随时监控项目进度
与质量，促进项目迅速投入足够的人
力、物力、财力，为缩短工期提供了保
证。

机制灵活 土地整理“源泉汩汩”

土地整理需要大量投入，钱从哪里
来？活该怎么干？有胆有识的桐柏人
创新机制，在国家投资之外，桐柏县设
立土地开发基金，引入社会资本，并坚
持“谁投资，谁受益”，按新开发复垦的
耕地面积，对开发者进行奖励。实行招
投标、跟踪审计等制度，做到建得起、
用得上、管得好、长受益。

桐柏县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土地整治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但也有
不同意见。一开始，有的担心自家的地
会不会减少？有的要求把生产路延伸

到户里。
“根据不同诉求，一一回应，最大程

度调动群众积极性。”政府副县长李亚
松说。初设方案完成后，经 80%以上村
民同意，方可实施项目。坡地平整前
后，与群众一起测量土地面积、计算收
入账。统一规划田间道、生产路与“村
村通”工程，改善农村交通条件。鼓励
群众监督工程质量、后续管护，避免

“前面建、后面损”等问题。

助农增收 土地整理“鼓起腰包”

在固县镇柳扒村，村民许新强对土
地整理带来的诸多好处更是抑制不住
心头的喜悦。

过去，许新强承包的 12 亩地零零
星星分成 7 块，让他倍感种地的麻烦，

“浇不好浇，收不好收，不种又可惜”。

许新强今年 50岁，上有老人，下有
孙子，打工出不了门，在家挣不多钱，
想多种点地，可在附近找来找去，找不
到一块大田。

2016年，桐柏县的土地整治项目覆
盖到柳扒村。一年后，村里新增耕地
320 亩，综合整治提升 70 亩，旧村拆迁
复耕 50多亩。“自家的地合并、平整，又
流转了 120 亩整块地，其中 90 亩种花
生，其他种玉米。”许新强说。在他身
后，丘陵上的土地起起伏伏、黄黄绿
绿，大片成熟的花生、玉米正在收割。
许新强和其他农民一样，进入繁忙的秋
收季节。“今年，尽管受天气影响，花生
亩产 500多斤，可比土地整治前的亩产
300斤还是高出很多，纯收入能有四五
万元。”

原本耕地少、增收难，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县的桐柏老区，如何提高农民收
入，实现全县脱贫致富？“换一个角度
看，桐柏浅山坡地多，土地后备资源丰
富，可以加快推进土地整治项目，扩大
财源，助农增收。”桐柏县政府负责人
说。县里制订规划，从 2017 年到 2022
年，开发近 10万亩未利用土地，复垦所
有废弃村庄老宅基地，整理全县现有耕
地中的田埂、道路、水渠，让有限的资
源“活”起来。

设施配套 土地整理“撒欢快跑”

土地整治增加了桐柏山区的耕地
面积，促进了占补平衡。近 5 年，桐柏
投资 8 亿多元，新增耕地 7 万亩，综合
整治 24万亩，旧村庄整理、工矿废弃地
复垦 1万亩，共 32万亩。全县新增土地
每年可增加收入超亿元。

强化了配套设施，耕地质量平均增
加 3 个等级以上。金成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了 600 亩水稻。2017 年 8 月，
连续多天下雨，田间土路泥泞不堪，车
进不了地，稻运不出来，大多发生霉
变。理事长胡金成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

2017年，包括合作社稻田所在的石
头畈村在内，37 个行政村的土地整治
项目完工，共修成田间道路 419.81 公
里、生产路 270.58 公里。4 米宽的水泥
路不但能运货，必要时还能晒粮，彻底
治好了胡金成的“心病”。

让农民受益的，不仅是路。走进固
县镇项目区，但见高大的管护碑上，画
着一张施工图，清晰标注水井、坑塘、
干渠位置。仅一个项目区，完成坑塘工
程 237 个、漫水桥 31 座、溢流堰 6 处。
经过综合产量、水利等标准测量，桐柏
县整改后的土地质量平均增加 3 个等
级以上。“我们种的水稻，亩产 600 到
650 公斤，因为质量好，每公斤比市场
价多卖 0.4到 0.6元。”胡金成说。

推进了规模经营，方便了机械种
收，推动了“一村一品”。全县承包 50
亩以上的有 3000多户，承包 100亩以上
的有 1000 多户，土地流转共 15 万亩。

水稻、小麦综合机械化收获率 95%，玉
米达到 90%，花生达到 85%。

月河镇袁庄村的王叶青种了 200
亩茶叶，土地整治后，利用机械化作
业，每亩增产干茶 30到 50公斤、增收两
三万元。“茶农积极性提高，全县茶叶
种植面积从 2015 年的 4 万多亩增加到
12万亩。”王叶青说。

柳扒村与金兴薯业公司合作，发展
“红薯经济”。村集体从新增耕地中租用
80亩，建立红薯种植示范基地。贫困户
负责种植、管理，通过记分、考核，可享受
年底分红。就这样，因土地整理，桐柏低
收入群众增收空间越来越大。

2020年 2月 2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桐柏县退出贫困县，正式脱贫摘帽。

乡村振兴 土地整理“加油喝彩”

惠民工程促发展。在桐柏老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成为制约山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区田间道路工程的建设，极大地改善
了桐柏农村交通系统，加强了城乡联
系；改善了部分偏远村组的人畜饮水条
件；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推进了淮河
源头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同时，促进
了项目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提高了
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实现了桐柏农业生
产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
变，进一步提升了土地的利用效益，使
得高效农业示范项目在一个个偏远村

“扎根”，“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产业
发展格局正在形成。该县还多渠道筹
措资金，促进空心村等建设用地拆旧复
垦，新增耕地 1 万余亩，解决了 1125 户
4268 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用地问
题。全县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再上台阶，
为全县的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
食生产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耕
地关系吃饭的大事。目前，耕地后备资源
不断减少，实现占补平衡的难度不断加
大，靠耕地增收的压力也在加大。我们利
用土地后备资源，让农民增收，为占补平
衡做贡献，正探索一条多赢的路子。我们
将乘着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
东风，持续提升耕地保护和用地保障能
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土
地整理、补充耕地，实现‘点土成金’，提高
粮食产能，为国家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做出贡献。”桐柏县委、县政府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信心满满地给记者
展现了桐柏近年的发展规划和前景，热情
邀请记者届时再来到桐柏走走看看，用纪
实的新闻形式把桐柏的壮美蓝图展示给
全国人民。

土地整理让桐柏老区贫瘠荒岗“流金溢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