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趋势

两年前，郴州市桂东县沙田
镇胜利村村民郭力军结束十多
年的外出打工生涯，回到家乡利
用土地搞起了水果种植，并带动
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了丰收果
业专业合作社。如今，郭力军种
植的70多亩水果丰收在望，预计
将给他带来三四十万元的收入。

近年来，在国家加快农村土地
流转的推动下，和郭立军一样选择
回乡创办合作社的农民越来越多
了。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郭立军
还是个当之无愧的“新型职业农
民”，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认定的新
型职业农民达3万多人。

此外，据省农委统计，湖南农
民合作社呈现加速发展态势，截
至2016年11月底， 全省共有
62855个农民合作社、291.7万户
合作社成员， 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21.1%。

“湖南农村土地流转在向新
型经营主体流转转移，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规模
经营主体是今后一段时期土地
流转的发展方向。”戴安华说，下
一步湖南将联合相关部门制定
财政奖补、 税收优惠等扶持政
策， 引导土地流向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相关的数据也显示，农业生

产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
工商企业等逐渐成为推动农村
土地流转的重要主体。 据统计，
截至去年6月底， 全省流入农户
的耕地有980.97万亩，流入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耕地有571.97万
亩， 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有
233.67万亩，其他151.04万亩。

而在2017年的一号文件中
也提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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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地方探索土地流转
履约保证保险。研究建立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评价指标体系，引导
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只有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才能让农村
土地流转变得有价值。如果没有
新兴产业或者新型农业项目导
入的话，土地流转的价值也就无
从体现了。”伍勇解释，鼓励发展
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项目，不仅能
让土地产生更大的价值，还能让
土地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也让
农业现代化得到了有效保障。

李达长告诉记者， 目前合
作社主要通过利用流转来的土
地种植水稻， 再以一定的价格
卖给周边的农户，从而实现“自
产自销”。为了提高合作社的收
益， 李达长又探寻出另一种更
高效的模式。“现在我们逐步往
多元化方向发展， 除了种植水
稻， 合作社从2013年开始承包
了几十亩山地种植柑橘， 现在
也投产了。”

李达长注意到，如今合作
社所流转的土地价格与成立
之初相比，出现了上涨。“三甲
乡以丘陵地势为主，所以土地
流转的价格并不高。2010年，
合作社所在地的土地流转价
格在每亩100—150元，现在土
地流转的价格提高了，大概在
300元/亩左右。”

省农委相关负责人也介
绍，受物价因素影响，全省农

村土地流转价格在逐年上升。
目前全省流转土地价格在每
亩200元至800元之间不等，但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土地流转的价格也存在较大
差别。

从全省各地区具体来看，
湘南、湘中、湘北等地区土地流
转价格平均在300元至500元
之间； 处于城郊和产业发展较
好的长沙、株洲、湘潭等流转土
地价格在每亩600元至800元
之间；处于旅游目的地县市区，
流转土地价格相对更高， 有的
高达每亩1200元。

与此相对应， 对于经济相
对欠发达地区， 流转土地价格
偏低，每亩为100元至300元不
等。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土
地没人耕种的地方， 为防止耕
地抛荒， 免费流转的情况也一
定程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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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土地经”，激发新兴创优产业
土地流转面积逐年增加，今年底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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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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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印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了最大的主
题，其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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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
记颁证，扩大整省试点范围。

事实上，自去年中央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来，农村土地改革制度
就引来了众多关注。省农委经管处副处长戴安华介绍，下
阶段湖南将为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出台更为详细的
措施；此外，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土地流转、新型经营主体
转移将是当下湖南农村土地改革的重点。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王景成 周胜蓝

在湖南农村土地流转方
面， 娄底涟源市强龙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达长可以算得
上是一个探索者。

李达长对农村土地流转的
探索，要从2010年底说起。当年
的李达长大学毕业后有一份收
入稳定的工作， 但在看到家乡
的大片农田被荒置后， 李达长
就产生了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
规模化种植水稻的想法。 为此
他放弃工作回家当起了农民，
并劝服5个股东合资成立了强
龙种植专业合作社。

但当时， 对于李达长想要
流转土地的提法， 村民一开始
并不积极。“那时候村民的思想
也比较保守， 宁愿土地荒芜也
不愿意流转给别人经营； 再加
上土地流转的价格不高， 所以
刚开始时土地流转比较困难。”

在经过多方考虑之后，李
达长决定改变方式， 转做农业

机械化服务。为此他自创“五代
一包”的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
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 也解决
了农地抛荒的问题， 从而成功
承包了2200亩水田， 其中包括
800多亩流转土地。

对于现在湖南农村的土地
流转情况， 李达长坦言要比过
去好多了。他告诉记者，随着农
村生活条件逐渐改善， 越来越
多的农民由于年老、 劳动力不
足等原因不愿种地， 转而将土
地流转给合作社经营， 自2015
年起， 合作社的流转土地就在
逐渐增加。

记者也从省农委了解到，湖
南农村土地流转在加速进行，流
转面积也在逐年增加。 据统计，
2012-2015年，全省耕地流转面
积分别为1073万亩、1379万亩、
1449万亩、1894.04万亩；截至目
前， 全省耕地流转面积2137.26
万亩，土地集中率达41.7%。

农村土地流转进入加速时期

土地流转价格呈现逐年上升

新行情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土地
确权登记就如同“地基”般不可
忽视。

在土流网CEO伍勇看来，
已经完成土地确权登记的地
方， 土地流转的比例会提高不
少。“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如果土
地已经完成了确权颁证， 那么
包括农民、投资人、金融机构等
都会很放心， 因为这就相当于
土地产权有了保障。”

记者也了解到， 湖南自
2011年就已经开始启动土地
确权试点，去年则全面铺开全
省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按照此前规划，湖南将在
今年10月底完成最后一批22
个县市区土地确权验收任务；
全省122个县市区的土地确权
工作任务将在2017年底全面
完成。

对此，李达长也告诉记者，
合作社所在的土地在2015年
就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登记，
并在2016年上半年拿到了土
地确权登记证。“在开展土地确
权登记之前， 我们合作社是按
照村里提供的‘分田到户’时期
的面积表进行核算， 确权之后
进行了调整，数据更加准确。”

而记者从省农委在1月10
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会
议得知，截至2016年，湖南全
省完成确权面积2536.9万亩，
占 全 省 家 庭 承 包 面 积 的
50.5%。 去年农村土地确权登
记完成过半。

“湖南土地确权工作在全
国一直属于前列， 到今年底计
划完成全省确权登记颁证任
务， 这个时间比国家规定的时
间整整提前了一年。”省农委经
管处副处长戴安华说。

新基础

今年底或完成
确权登记颁证

新变化

土地流转向新型经营体转移

娄底涟源，正在除草的大姐们都是合作社的一员，她们在土地流转后的园区务工每天能领到60元工资。

郴州市桂东县十万亩荒山变绿园 土地流转真正“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