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传真

打造粮食安全生力军
——安徽省财政支持种粮大户发展探究

本刊记者  ★周多多★

“我 现 在 承包的 土 地 已 达 3697.9

亩，粮食 种植面 积达 6870 亩，农机具

扩 大 到 了 31台，粮食总产 达 3469 吨 ，

家庭全年收入突破百 万 大 关，达到 102

万 元，日子 越过 越富裕。”安徽省种粮

大户赵其瑞在谈到这 几年的 变化时 满

心欢喜。

2008 年，安徽省 财政安排 2600 万

元 农业综合 开发资金，选择了像赵其瑞

这样的 15 个粮食生产规模较大的种粮

大户，开展了以“改善基础 设施条件，强

化科技服务支撑，推动 土地适 度规模

经营，全 面提升粮食生产能 力”为主要

内容的支持种粮大户活动。为在全省培

育更 多的粮食 大 户摸索财政支持的 新

途径，着力打造粮食安 全的生力军。

粮食生产涌现生力军

随 着耕 地 面积 不断减少，我国粮食

种植面 积扩 大的 空间 已越来越小。粮

食单产的提高来自于良种的使用、生产

方 法改进等，但众多兼业的 小 农户对此

缺乏 足够的 热情，而规模化经营、专业

化生产的 种粮大户则积极性很高。因

此，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框 架下，在

由 传 统农业向 现代 农业迈进时，通过

扶持 种粮大 户来促进粮食 生产已 成 为

现实的 选择 ，对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保

障国家粮食安 全有着实际 意义。

安 徽省 是全 国 粮食主 产 区之一。

200 8 年，夏粮总产 234.4 亿斤，连续 5

年增产，连 续 3 年刷 新历 史记录，增产

9 亿斤，居 全 国之首。粮食 生产呈现大

好形势得 益 于近年 来全省出台的 一系

列鼓 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极大 地调 动

了农民 生产粮食的 积极性，涌现出一

大批种粮大 户。到 2007 年，全省 共有

50 亩 以 上 的 种 粮大 户 14686 户，经 营

耕 地面积 199 万 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3.2% 。种粮大 户对促进全省粮食生产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安徽粮食生产注 入

了新的 生机和 活 力，成 为安 徽省粮食

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安 徽省种粮大户情况主要有四 种

类型 ：一是规范流转型。这 类 大 户承

包期 较长、经 营权稳 定，多在 10 年以

上 ；大都是 与乡、村 集体签订租地合

同，地 籍 资 料健全，合 同规范，合 同

中明确 约定 允许改 造 土地 ；承租地大

多是 集体预留地、农场等非农户耕地，

或由乡、村 流 转农民耕地后，再由大户

承包，面积较大，且集中连片；大户具

有较强的 经 济实力，给农户租金 相 对

较高，管理 水 平也 较高。二是科技承

包型。这 类 大 户往往是 未真正与农户

签订租地合同，但和农民 有协议，种

植规模较大，实施期 较长，采取统一

技术指 导、统一播种、统一田 管、统一

机收、统一收 购、收 入分 成、分 配 到

户的 方 式，进行 技术 承包，这 种 流转

方式使大 户和 农民 都取得 了较好的收

益，深受 当地农民 欢 迎，规模种粮和

集约经营的 效 果也很好。三是松散承

租型。这类 大 户主 要 特点 是承包期 限

短，地块不 集中连 片，多有“插 花”现

象；合同不规范，部分仅有口 头协议；

一般都要求 不 得 改 变土地现状，归还

时必 须 是 原样返 还，大规模的 土 地 改

造受到限 制。四 是 政策限 制 型。这 类

大 户承包的 土 地 多是非耕 地，有的是

属 生 态脆弱 区、湿 地或 行 蓄 洪 区，受

国 家政策的 制 约，不 允 许或 不 适 宜进

行 开发改 造。如行 蓄 洪 区、围 湖 造田

等，受防 洪 条例限制，这些区域 不允许

投入改造。

结 合 安 徽种 粮大 户的 具 体情况，

安 徽省 财政厅 20 0 8 年 转 变农业综 合

开发 思路，决 定试点扶持 种粮大 户通

过 土 地流转，规模改 造中低产田。按

照 20 07 年度流转耕地经营权、连 片种

植面积 均在 20 00 亩以 上 ，文化、科技、

经营管理素质高，能吃苦、舍得花钱垫

本、农业 机械化程度较高等标 准，从

全省 各 地 推 荐的 411 个种粮大户中优

选了 15 个，在 20 08 年土地治 理项 目中

予以 扶持，对其农田 基础 设 施建设、技

术 支撑体系建设、农业机械化建设和

农业标 准化生产建设进行 补贴。

粮食生产发展桎梏仍在

“排灌设施少、动 力低，机械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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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淤塞严重是个难题，要是 遇上 大

雨，田 间积 水多日难以 排出；要是遇上

干旱，又灌溉困难。”种粮大 户李敏涛

深有感触。像李敏涛家一样，安徽省很

多种粮大 户农田 生产能 力也 受到 不 同

程度的制约，影响了粮食的生产安 全。

——农田 基 础 设施条 件差，抗御

自然灾害能 力弱。种粮大户承租的农田

基础 设施条件普 遍比 较差，排灌体系

不健全，设施不 配 套，机械设 备 老化，

沟渠淤塞严 重，交 通 不便，道路不畅。

有的因灌、排设施缺乏，只 能 种一季，

形成 大 面积的 冬闲田 ，一遇自然 灾害，

收 益 更是无法保证。

——农业技术 装 备 差，生产科 技

含量不 高。种粮大 户普遍未 经 过 系统

的专业教育，对农业技术掌握的较少，

科学种粮水平低，承租地农业技术装

备水平低，有的还低于全县 平均水平，

尤其在品 种选择、病 虫害防 治、配 方施

肥、田 间管理 及标 准化生产等 方 面差

距较大。

——缺乏资金，融 资困难。种粮大

户普遍反映资金严重不足，一方面投入

资金 大，需要缴纳可观的承包费，需购

买种 子、化肥、农 药等生产资料，还要

雇佣 劳力，发放工资；另一方面又贷不

到款，目前农村信贷渠道不畅，手续复

杂，贷款金额小，同时农田无法抵押，多

数享受不到银行 贷

款。因 此，资金成

为当前大户规模经

营、增加 投入的重

要障碍。

——土地承包

期较短，合同不规

范，影 响 持 续 发

展。种粮大户流转

土地，有的只 有口

头协议，没有书面

合同，生产过程中

纠纷不 断；有的 承

包期短，承包没有连 续性，进一步投

入改造积极性不 高；有的 流 转费用不

稳 定，受市场影响，土地关系矛盾较多。

——生产 资料 价 格上 涨 过快，经

营效 益下降。近几年，化肥、农药、种

子等农资价格逐年上 涨，劳动力价格

也 大幅 度攀升，但是粮食价格却保持

基本稳定，增幅 不 高。同时，农资市场

不规范，劣质农资鱼目混珠，坑农害农

事件时常发 生，严重影响了种粮的直接

经 济效益。

创新财政支农机制

  支持种粮大户发展

农业综 合 开发作为财政支农的 重

要组 成部 分，必 须 立足自身优势和 特

点，积极支持 和发展种粮大户，为财政

支持 农村改革、服务农村 改 革探索新

途径，为农业综 合 开发机制 创 新开辟

新路子。针 对种粮大 户生产中普 遍遇

到的问题，安 徽省 财政部门 对症下 药，

制定了相应举措。

安 徽省 财 政厅 有 关 负责人指 出，

“我们 将以 加强 农业基础 设 施为重点，

以 分期 、分批选择 重点 支持 种粮大 户

为途径，通过加大投入，分层 次、分类

型管理，促进 土地流转，促进粮食 生

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促进农业

综合开发机制创新。”在具体的财政措

施上，一是 对农田 基础 设 施建设进行

补 贴。通 过政府投入与种粮大 户自筹

相 结 合，对种粮大户农田 基础 设施建

设予以 加强，重点 是路、渠、涵 、闸、

晒 场、仓库等农业基础 设 施。二是 对

技 术支撑体系建设进行 补 贴。针对种

粮大 户的作 物 类型 和 生产特点，加强

技 术服务，对开展新品 种引进、高产栽

培 技 术、测土 配 方施肥等先 进、实用

农业科技 成 果推广与应 用 进行 补贴。

三是 对农业 机械化建设进行 补贴。对

种粮大户购置 大中型农业机械 进行 补

贴，确 保粮食 生产耕 作、收 获等主要

作业环 节实现机 械化。四 是 对标 准化

生产建设进行 补贴。支持 农业标准化

生产和 农产品 质 量安 全建设，对产地

环境、投入品 使用、生产 过程、质 量

监控及绿 色、有机、品 牌、标 准化生产

技术体系建设 等 方面 的 重点 环节予以

补 贴。

“我们 的 目 标 是 实现全 年 粮食 平

均单产提高 50 公斤以 上，较同期 所处

县 平均单产增产 20 % 以 上 ，灌溉保证

率达 100% ，良种覆 盖率达 100 % ，农

业机械化率达 90% 以 上，病 虫害综合

防 治 面 积达 100 % ，每 亩 综 合 节约成

本 30 元以 上，每 亩 节本 增效 150 元 以

上。”安徽省财政厅 有关负责人列举出

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数字。

除 了具 体的数字，在 建设目 标 上，

安徽省 财政部 门 也 细 化到了若 干点。

一是 建成规模化高标准农田，提高粮

食 生产能 力。逐步把种粮大户承租的

土 地建设 成为基础 设 施完善，科技含

量 较高，生产手段先 进，规模经 营效

益 显著的 高产示 范基地。二是 建成科

技应 用典 范，促进现 代 农业发 展。逐

步把种粮大户承租的 土地建设成 为先

进农业科技应 用、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 识 和主要粮食作

物 品 种 繁育、高产栽培技术的展 示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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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三是推动土地统 分结 合 新型制度

建立。在支持 过程中，通过各方利益的

磨 合，使得土 地 流 转 更 加 规范，逐步

把种粮 大户承租的土地建设成 为新生

种粮大户的 孵化器。四 是促进 广大 农

民 增收。鼓励种粮大 户领办 或创 办 合

作社，建立 大 户与广大 农民 利 益 连接

的 机 制，逐步把种粮大 户承租的 土 地

建设 成 为带动 农民 增收 致富的 示 范基

地。五是引导公共资源向农业领域 配

置。通 过 农业综 合开发资金注 入，引

导带动种粮大户积 极投入农田 基础 设

施建设，逐步把种粮大户承租的 土地

建设 成为引导、带动 各 类资金注 入粮

食生产领域的资源整合平台。

支持种粮大户发展意义重大

种粮大 户是 在新的形 势下涌现 出

的发展 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 全的排

头兵、生力军。支持 种粮大 户发 展 粮

食生产，有利 于促进 土地的 适 度规模

经营，有利于稳定粮食生产面 积，有利

于推动现代 农业发展。对提高农业综

合 开发 水 平，保障粮食安 全 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对保证 粮食 安 全 意 义 重 大。

种粮大 户以 粮食种植为主 业，租用废

弃地、撂荒地，有效地稳定了粮食种植

面 积；其生产管理 水 平、农产品 质量

控制水平和规模经营水平要比分散经

营的 小农户高，提高了粮食生产能 力。

种粮大 户都是以 种植粮食作 物 为主，

今后 的发展也是 进一步通过 改 善生产

条件，选 用新品 种，推广新技术，提高

产量、改善品 质、增加收 益。因此，种

粮大 户在一定程度 上 稳 定了全省粮食

作物 面积，促进了粮食生产，提高了土

地的产出率。

——对推进现代 农业意义重大。当

前农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严重束缚农

村 生产力的发 展，和现代 农业不 相 适

应。种粮大户的科技意识、标 准化生产

意识、品 牌意识 和产业化经营意识 及机

械化生产意识等都是一家一户小生产无

法比 及的。通过支持种粮大户，可以 激

发传 统 农业走向现代 农业的内在活力，

构 筑现 代 新 型 农业产业体系，增强 农

业抗风 险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对探索统分 结 合 的 土 地经 营

方式意义 重 大。种粮大 户把农民 承包

地 经营权集中起 来，统一使用，改 变一

家一户零散经营的模式，粮食生产走上

规模化、集约化之路，也 有效 地 解决

了农村土地的撂荒现象，提高了资源的

利用率。其本身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要

求的制度创新中最为核心的一环，通过

支持种粮大户，探索各种形式的土地流

转，对于建立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 分结 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探索了路子。

——对形成 城 乡经 济社 会发 展 一

体化格局意义重大。加大 对种粮大户

的支持是 充 分发挥财政职 能 的 体 现，

种粮大 户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 力转

移，带动 了农民 增收 致富。种粮大户集

中了部分土地的 经营权，解决了外出务

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

的转移。农民从进城打工中获得收 益，

同时将土地流 转给大户，获得了不低于

种地收益的地租。此外，大户为不能 外

出打工的劳动 力提供了本土 就业岗位，

增加 了当地农民 的工资性收 益。种 粮

大户以 现代 经营方式从事粮食生产，实

现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

工、社会化服务，把农民 变成 农业产

业工人，对我国彻底 破除 城 乡二元结

构，形成城乡经 济社会发 展一体化格

局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片新闻

四川五通桥 ：加大灾后重建投入
确保学校春季开学

四 川省 乐山市五 通桥 区共有 7 所 学校 在 5.12 汶 川

地震中严重受损，教学楼均需要拆除重建。在财力十分

困难的情况下，该区投入资金 1400 余万元，经 过 8 个多

月的攻 坚奋战，所有因灾受损的学校都得到恢 复重建，

确保了春季按 时开学。

图为新落成使 用的乐山市五 通桥 区牛华镇幼 儿 园

教学楼，抗震 裂度 8度，工 程总投 资 2 60 万元，于今年

1 月 4 日全面通过竣工 验收 后，现 已接 收 近 30 0 名 幼儿

就读。

（陈智良  彭 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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