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4 月 27 日，衡龙桥镇樟树咀村余家河湾组召开土地数字化改
革屋场会。

2021年 12月 3日，赫山区人大乡村振兴办点工作组到泉交河镇召开
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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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走访调研
从群众期盼中破题
回顾赫山区奋进历程 ，改

革和发展，一直都是主基调。
2021 年 10 月，赫山区委实

行 “3+9”示范创建机制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 明确区人大办点
泉交河镇， 为打造乡村振兴赫
山样板探索经验。

“没有 调 查就 没 有 发 言
权”。 赫山区人大经过两个月的
镇村调研和学习考察， 发现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 40 年
来，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
极性，解决了群众温饱问题。 但
随着时间推移， 一些新的矛盾
逐渐显露。 一是土地碎片化的
问题。 二轮土地延包大多采取
肥瘦搭配的分田方式， 形成了
大量细碎分散、大小不均的“巴
掌田”“补丁田”，既浪费了耕地
资源， 又制约了土地流转和农
业规模化、 机械化、 专业化生
产。 二是种粮收益低的问题。 根
据调研，随着农药、化肥等农资
价格和人力成本的持续上涨 ，
农民家庭经营或散户经营种植
双季稻效益明显下降甚至亏
损，既影响种粮农户积极性，又
容易造成耕地抛荒撂荒隐患 。
三是高标准农田提质难的问
题。 土地确权颁证后，丘块田界
已基本固定， 不利于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后期提质改造， 即使
改造后的田块也难以达到土地

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等要
求。 四是人地矛盾的问题。 随着
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政策
的继续实施和新一轮土地承包
权的延期，农村有人无田、有田
无人矛盾将进一步凸显。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 “4 大
难题成了摆在农业发展面前的
拦路虎， 制约着农村土地改革
的进一步深化。 为放活经营权，
提升土地产出率， 以全国现代
农业示范区、 全国农业综合改
革试点区为抓手， 我们将着力
点放在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数字
化改革上。 ” 区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主任胡佐颂介绍说。 区
人大决定在泉交河镇开展 5 村
连片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试
点， 探索一条具有赫山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

坚持群众主体地位
用“443”工作法破局
改则变，变则通。 任何一项

改革，都是对制度的调整、治理
的创新， 离不开敢于动真碰硬
的勇气。

土地进行数字化改革， 农民
的利益是首位。农民作为推进改革
的主体，认识不到位、态度不支持
就难以推动改革进程。

改革伊始， 响应群众寥寥
无几，“村里要收回我的地”“村
里不让我种地” 等误解让群众
顾虑重重。 为此，区人大坚持人
民群众主体地位 ，以“443”工作
法即 “四次会议、 四次举手表
决、三次动手”推进改革。

全过程尊重民意 ， 坚持民
主决策。 农民是改革的受益者，
更是推进改革的参与者， 只有

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 参与
权 、表达权 、监督权 ，尊重农民
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 才能顺
利推进改革。 村支两委积极响
应，研究制定改革方案；分组分
片召开屋场会，宣讲改革政策、
征求群众意见； 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通过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
实施方案 、成立村集体 （股份 ）
经济合作社； 召开村集体 （股
份） 经济合作社股民代表大会
通过 《村集体 （股份 ）经济合作
社章程 》、股权设置方案 、收益
分配方案。 “是否改革、改革方
案、 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章
程、 分红方案等均需群众举手
表决通过后方能施行。 ”泉交河
镇人大主席胡建科表示。 改革
全程发动群众当主人， 相信群
众、依靠群众，对于群众最关心
的土地面积问题， 让群众参与
土地面积测量核准工作， 以农
村土地确权颁证的面积为基准
数， 根据实际增减变化进行核
准，有变化的填写《村级流转土
地异动审批表》，让农户签字确
认。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与农户一一签订 《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合同》。

全过程公开透明 ， 坚持民
主监督。 制定了《赫山区农村土
地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明确
试点时间、试点范围、试点内容
和保障措施等。 按照“区主导、
镇主责 、村主体 、村民主人 ”的
原则 ，提高站位 ，统筹安排 ，压
实责任。 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宣

传改革政策， 耐心细致逐一为
群众答疑解惑，提高认可度。 从
村支 “两委 ”会到党员组长会 ，
再到屋场会、村民代表大会，开
展一次又一次横向到边、 纵向
到底的宣传宣讲， 确保做到召
开屋场会完成率、 群众知晓率
“两个 100%”。 2021年仅先期试
点的 5个村就召开村“两委”会、党
员组长会、 屋场会 300 余次，37
个改革村共召开屋场会 1350
余次。 与此同时，村集体（股份）
经济合作社负责组织土地流转
事宜，与农户签订《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合同》，由区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对各村流转的土地进
行项目划分、包装推介、公开挂
网，多渠道宣传推广，吸引各地
优质客商在线上交易平台对土
地实行公开竞标、公平竞争。

全过程参与实践 ， 坚持民
主管理。 改革坚持因村而异、因
地制宜 ，稳步推进 ，成熟一个 、
巩固发展一个。 各村以村集体
（股份 ） 经济合作社为实施主
体 ，明确村集体 （股份 ）经济合
作社股民代表大会和理事会 、
监事会工作职责。 成立了由村
干部、 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组
成的监督小组， 让村民全过程
参与监督土地数字化改革。 改
革方案经村两委集体商议 、反
复征求意见、村民议事会研究、
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
对群众提出的问题、 诉求耐心
解释、妥善处理。 为严肃改革工
作纪律， 区委区政府明确区级

有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级组织
责任 ，严禁不作为 、乱作为 ，严
禁以权谋私、 损害群众和村集
体利益，实现规范化运作，实现
增收增效最大化。

满眼生机转化钧 ， 天工人
巧日争新。 通过农村土地数字
化改革， 赫山区创造性的实现
了土地数字化、交易市场化、种
植规模化，小田变大田、村民变
股东 、农业变实业 ，农户 、村集
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 方增
收。 2021 年 10 月，区人大在泉
交河镇探索开展 5 村连片试点
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 取得阶
段性成果。 区人大常委会及时
总结改革经验， 向区委提议成
立赫山区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 在全区分 3 年
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
等建议，被区委采纳，并有序组
织推广实施。 2022 年在全区 12
个乡镇 37 个村全面铺开。 改革
工作引起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和媒体关注， 赫山区农村土地
数字化改革的经验和做法被中
央电视台 《朝闻天下》《午间新
闻》《新闻联播》报道推介。

在推进农村土地数字化改
革的过程中， 赫山区人大始终
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
原则，百分百动员群众参与，改
革各环节均民主推进。 一场场
屋场会 、村民 （股民 ）代表大会
为群众提供了发表意见建议 、
汇聚智慧力量、 参与村级事务
的平台， 大大激发了群众的主
人翁意识， 增强了群众的民主
意识与民主习惯， 促进了群众参
与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动性与积
极性，有效丰富了基层民主新形式。
这既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
动实践， 也是对推进农村土地
数字化改革的鲜活探索。

牢记使命，再启征程。 推动
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走深 、走
实之路仍在继续。 赫山区人大
正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 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
决心、智慧和勇气，去承担更多
改革使命、书写更多改革精彩，
奋力绘就社会主义现代化赫山
建设华美篇章！

集体的事情让群众举手
群众的事情让群众动手

———益阳赫山区人大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纪实
杨绍银 李莎

初夏时节的益阳大地，万物葱茏，生机勃勃。
1959 年著名作家周立波在这里写下《山乡巨变》，艺术地展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62

年过去，在《山乡巨变》的首创地，益阳市赫山区创造性推出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一场新的山乡巨变又在这片热土激情上演。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区土地经营权累计挂网成交 13 万亩，成交金额 1.87 亿元。 赫山区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稳中推进，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

开区委区政府的履职尽责、担当使命，离不开区人大常委会主动作为、勇于突破的真抓实干。
土地数字化改革进程中，赫山区人大常委会坚定不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聚焦乡村振兴中心工作，秉持集体的事情让群众举手，群众的事情让

群众动手的理念，在探索开展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工作中积极推进基层民主，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