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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上午10點，湖南常寧市官嶺
鎮竹子塘村大雨傾盆。胡仲農老人站在
雨水中比劃 眼前的30畝地，這是他的
堂兄滕明玉一度承包的。滕明玉曾任永
州市市長，如今已年逾八旬。記者在當
地採訪時，他正在北京，遺憾未能一見
其本人。
竹子塘村八成青壯年勞力外出打工，

留下拋荒的糧田長滿雜草。滕明玉看到
後，心裡很不是滋味。2008年，他找來
當地的鄉親們幫工，自己承包靠近河邊
的30畝田地。然而土地因已拋荒5年，
一般犁田機根本無法翻土耕作，滕明玉
只好聯繫農機局用旋耕機墾荒。而退休
老市長寧願吃苦復種拋荒田的事跡，在
當地傳為美談。

保育故鄉河 養魚禁捕撈
不過，遺憾的是，如今這塊土地已

大部分成為荒草的樂園。胡仲農表
示，因為之後農民又把這些地要回去
了。是否滕明玉受到來自官方壓力放
棄承包呢？胡仲農否認。滕明玉還在
家門口承包了七八畝地，挖成一口大
池塘用來養魚。
滕明玉還嘗試保護家鄉河流的生態，

在太平嶺等兩條河流中放養魚苗，不讓
村民捕撈，發現了要罰款。現在村民不
敢去抓魚，河裡多了許多草魚。

心痛農田荒蕪
退休市長承包

地處大別山區的河南新縣，是許世友
將軍的老家，滸灣鄉、陳店鄉、吳陳河
鎮、陡山河鄉等鄉鎮都有不少省和國家
級土地整理項目。不過，一方面是斥巨
資平整土地，另一方面是大量拋荒田地
無人過問。有的土地整理項目不見種
糧，只見樹木，甚至乾脆裸荒。
吳陳河優質糧基地項目完成於2001

年，修建一條980米長的灌渠，包括農
渠、機耕路等總投資近72萬元。路邊石
碑碑記介紹，項目使500畝農田成為旱
澇保收的「噸糧田」，並可使450畝農田
成為機械化耕作的示範田。但是，石碑
旁就是拋荒和種樹的良田，兩者形成巨
大反差。
無獨有偶，浙江麗水市蓮都區碧湖鎮

概頭村也被媒體曝光，當地國土部門投
入390萬元巨資開展的土地整理工程，
背後是幾百畝農田無奈拋荒十年。

示範地無人耕
國家項目打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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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擴大了，鄉村卻荒蕪了。」湖北通山的士司機陳秋妹

感歎老家即將消失。一個多月來，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廣東、

湖南、湖北、河南四省近十個縣市，沿途考察兩千公里的淺山

區地帶，旱地拋荒五成左右，水田拋荒一兩成不等。比這更嚴

重的，是雙季稻改種單季稻的大面積隱性拋荒。南方水稻主產

區統計公報顯示，包括建設、拋荒等因素，各省播種面積數年

內下降數百萬畝，其中光是湖南一省，三年內就劇降729萬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李望賢

進入湖北咸寧一帶以後，種田拋荒的情況與湖南衡陽截
然不同。公路沿線的良田，不種糧食種白楊，而且已有近
10年之久。為什麼不在山上種樹卻佔用良田？村民稱，最
初是鄉村幹部或有關係的人利用國家退耕還林政策套取財
政補貼，後來農民看到種地收益還不如種白楊，於是也紛
紛跟隨。
據了解，白楊樹一般賣給當地造紙廠或夾板廠，一根十

年樹齡的白楊樹賣100元左右，一畝地可以種120根。換言
之，每畝白楊樹總收益1.2萬元，年均1,200元，而水稻每
畝年收益才400至600元。因此，種樹收益是種糧兩三倍，
且免去長年在田間勞作之苦和天災之憂。
十年樹木，湖北、河南等地良田種白楊樹的現象意味
，這些土地將有10年左右不產出一粒糧食。諷刺的是，

途經吳陳河鎮龔窪村，記者看到路邊河堤上刷 一條大標
語—「保護耕地就是保護我們的生命線」！

白楊利潤高 種樹不種糧

河南大別山下陡山河鄉東鑼灣，荒了四五年的土
地，終於等來了主人范明福。老范今年61歲了，

家在河南新縣。他本來在北京做裝修工，不得不告老還
鄉，因為「老了，沒人要了」。3月14日中午，老范站在
快到膝蓋的荒草中打量久違的承包地，但他沒打算種
糧，而選擇種杉樹，鄰家土地已栽滿白楊。之前，這片
地上種的是水稻。

水田變旱地 旱地變荒土
老范的旱地原本是水田，一條七八米寬的小溪從旁蜿

蜒而過。但後來水壩被毀了，水田變成了旱地。通山縣
黃沙大地村81歲的阮英良也有這種遭遇，他本來有3.5畝
水田，由於缺水就變成旱地，只能種玉米和紅薯，「辛
苦一年，毛收入才大約3,000元，虧本！」
記者沿武廣高鐵的廣東韶關、湖南衡陽、湖北咸寧，

再從武漢上溯至河南信陽，再轉到
粵東的饒平縣，一路所見，
水田變旱地，旱地變荒地的

現象令人觸目驚心。部分旱地
稀稀落落地冒出些油菜，往日
遍地黃花或稻浪千里的鄉村美
景已不多見。兩

三尺長的茅草，密密麻麻地覆蓋 旱地，有時它們像一
團亂髮，有時像迎風飛舞的馬鬃，如果不是村民指點，
根本無法辨認。
與一般家門口和馬路邊很少拋荒不同，新縣滸灣鎮蔡

山村、新集鎮姚沖村幾乎集體拋荒，姚沖村荒地多達三
五百畝，燈草等雜草一簇簇地瘋長，有塊水田中央還盤
踞 一棵生長了數年的野樹。

雙季改單季 比例達8成
和直接拋荒相比，湖南、江西等地雙季稻改為單季稻

的大面積隱性拋荒，更需引起警覺。湖南省社科院研究
員張黎表示，被調研的鄉鎮，都存在隱性拋荒現象，一
些村「雙改單」比例達到80%。比如，2007年衡山縣白
果鎮土地拋荒率不到1%，但「雙改單」達到20%，也就
是有5,000多畝改種單季稻；雙峰縣梓門橋鎮直接拋荒地
500畝，「雙改單」為1,800畝。益陽市僅由於隱性拋荒
就少產18萬噸糧食。
「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端在別人手裡」，農業部長韓長

賦曾公開表示，糧食安全問題的核心，是稻穀，因為主

糧中小麥有餘、玉米平衡，唯稻穀不足。

南方稻田銳減 威脅米產量
但在現實情況是水稻主產區的南方省份，都出現了大

面積的淺山區或丘陵地帶拋荒現象。江西贛縣2008年末
撂荒3.8萬畝，佔耕地面積13%左右，部分村組土地撂荒
三成。重慶市農業局2007年9月調查發現，全市撂荒耕
地53.6萬畝，各地區拋荒3%左右。
儘管缺乏全面拋荒數據，但各水稻省區的統計公報顯

示，大多數省區銳減數百萬畝。2007年全面取消農業
稅，因此2006年和2007年是大部分主糧區種植面積高峰
期。但和2007年比，不少省份2010年糧食作物播種面積
在短短三年內出現劇降，其中廣西減少299.5萬畝，湖北
減少405萬畝，湖南減少729萬畝。福建省2009年糧食作
物面積和2000年相比，下降896.2萬畝，其中僅晚稻就減
少431.7萬畝。江西省2007年耕地面積比2000年減少160
萬畝。重慶2009年糧食播種面積比9年前下降815.9萬
畝，即使和2005年相比，仍下降407.7萬畝；其中稻殼面
積比2005年下降98.8萬畝。

儘管在內地的新聞報道上，糧食增收幾乎是年年捷
報頻傳，但並非所有人都對此認同。
2008年全國兩會在京召開期間，湖南全國人大代

表、雜交水稻專家黃培勁憂心忡忡，直指基層官員隱
瞞拋荒的嚴峻事實，反而誇大種植面積，謊報糧食產
量。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張黎等專家，2008年在婁底
等地調研時也發現，一些鄉鎮幹部信誓旦旦表示根本
不存在拋荒，但事實上仍有很多荒蕪的良田。

推村幹部問責 最高罰免職
面對耕地拋荒水稻面積萎縮的嚴峻事實，各地紛紛

出台嚴禁並處罰拋荒行為的行政命令。重慶市政府在

2008年1月15日頒發《關於切實解決撂荒地問題的通
知》，措詞嚴厲，對連續2年撂荒的耕地，規定由原發
包方收回。一年後，福建省也推出相同的鐵腕規定。
湖南衡陽、郴州、株洲、漵浦、平江、永順等地，以
及浙江杭州、台州和江西部分縣市也推出類似規定。
衡陽甚至追究鄉村幹部的行政責任，對轄區內拋荒

20畝、200畝、1,000畝以上的，分別追究村、鄉、縣
分管領導和主要領導責任，甚至就地免職。不過，衡
陽市基層村幹部表示，推行新政後並未改變拋荒趨
勢，追究辦法也不可行，「不可能讓我們去幫農民種
地，就算種了別人的，自己家的也荒了。」

粵東饒平縣從三饒鎮到新塘鎮，沿途南新、烏
洋、新塘、東山、西石、燕坑等村，一路上不斷發
現草已高高與人齊的荒地。鳳嶺村80多歲的陳瑤河
婆婆，指 前方一大片長滿碗口粗小樹的地方說，
這裡原本是好不容易開荒而成的旱地，她搖頭歎息
說：「村裡最肥的地也開始荒了。」

隨時爆發糧食危機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邢成舉

指出，稅費改革前人均負擔60至70元，如今不需繳納
任何稅費，拋荒卻有擴大趨勢。而且以往農忙，外出
務工農民都會請假回村種地，如今卻越來越少。
三農問題專家黨國英和李昌平均表示，拋荒仍將繼

續增加。不過，他認為這是農業調整過程中的正常摩

擦，但是對平原耕地一定要嚴格控制，「國家一定要
用狠招保護耕地，守住不得低於18億畝的紅線」；而
李昌平則擔心，如果糧食價格不提高，未來兩三年內
中國或因為無人種地引發
糧食危機。
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

院長陳文勝憂心忡忡地表
示，1996到2006年10年間，
全國總共減少耕地1.24億
畝；而且，降勢難以逆
轉，中央劃定的18億畝耕
地紅線很快就會被突破，
預計到2020年耕地缺口將
達到1億畝以上。

耕地面積臨底線 專家籲狠招保護

多地嚴禁拋荒 棄耕2年收地多地嚴禁拋荒 棄耕2年收地

■陳文勝擔憂十年內
中國或缺耕地億畝。

■胡仲農指點 常寧退休老市長滕明玉曾
承包的拋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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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店鎮蒲首山村但功祖（右）等老人是少數堅
持種地的農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郎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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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縣郊區姚沖村土地
廟守 荒蕪的農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