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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體化經營 江蘇三級財政獎勵

農場主收入比打工強
42歲的張興明還有另一個身份——興明糧食家庭農場

的農場主，他擁有的200畝地是他3年前通過土地流轉從
其他村民手中租過來的，每年要付地租700元左右一
畝，除去短工、農機、肥料等生產成本，這200畝地每
年能給他家帶來約10萬元的收入。「農忙時很辛苦，但
比到外面打工強」，張興明笑着說。江都城鎮居民去年
人均收入為2.87萬元，農場主張興明的家庭人均收入的
確比城裡人高。更讓他高興的是，今年他的家庭農場被
評為江蘇省級示範家庭農場，省內約有9萬元獎金。
「全江都只有兩家」，張興明的聲音裡透着驕傲。
現在，團結村內像張興明這樣的農場主共有6個，全

村2,000畝耕地中超過90%都是這些種糧大戶在種。通
過土地流轉將耕地租給農場主的村民，每年可拿到每畝
約750元的租金，年輕人出去打工，年紀大的則在農忙
時給家庭農場打短工掙錢。「這樣好，地給大戶種了，
沒那麼忙，也不累。」62歲的老張將自家兩畝地流轉給
了張興明經營，除了地租收入，他去年給張興明打短工

還掙了3,000塊錢。

以地換股規模化經營
而在同屬江都的真武村，土地流轉則以一種更新的形

式往前探索，這種形式叫集體經營。戴而慶書記在搶種
的288畝地是「真武糧食種植農地股份專業合作社」去
年從村民手中流轉過來的，村民以1畝地1股的形式成為
合作社的股東，每年可拿到每畝地約700元的地租。這
片曾經零散的土地現在已經連成片，「如果全國的耕地
都這樣搞，可增加多少耕地啊」。
據江蘇省農委經管站站長楊天水介紹，從2008年至今，

省級財政對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補貼已經超過5.1億元。即
對100-300畝之間的家庭農場，每畝給出租土地的農戶補
貼100元，鼓勵農戶將土地租給家庭農場經營。江都區委
農村工作辦公室主任徐明表示，今年，江蘇省農委還拿出
1,000萬元專門獎勵全省的省級示範家庭農場。而在江都所
屬的揚州市，對市級示範家庭農場也有每家2-3萬元的一次
性獎勵。「省裡、市裡，再加上區裡，這種對家庭農場的
三級財政獎勵，在全國都是罕見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通過土地流轉等方式

進一步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益，在江蘇揚州江

都區，土地流轉正朝着更規範、更好保障農戶

利益的方向前行。目前，江都的土地流轉率高

達86%，以家庭農場為代表的「土地適度規模

經營」，正成為土地集約化經營、最大程度保

障農戶利益的最佳註腳。目前，江都更通過財政獎勵示範家庭農場的方式，構建一個省、市、

區三級獎勵體系，共推家庭農場的良性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明奇、趙勇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廣東計
劃用五年時間在
全省推進企業工
會民主選舉，推
進重點也將從廣

州、深圳等大城市向勞動密集型企業聚集的東莞等地伸延。
目前廣東全省實行直接選舉工會主席的企業大約有5,000家，
僅佔全省基層工會委員會的2%。

直選工會主席僅佔全省2%
廣東省總工會研究室主任馮建華表示，廣東省總工會將
出台《廣東省基層工會民主選舉實施辦法》，《辦法》要
求各基層工會必須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民主選舉工會主席

及工會委員。省總還將在全省選取一批企業工會民主選舉
試點，重點在新建企業工會、到期換屆工會和發生過重大
勞資糾紛企業的工會，計劃用五年時間實現全省企業工會
普遍民主選舉產生，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普及。目前東
莞市高埠鎮總工會、東莞裕元公司工會已被選為試點，並
將成立專門工作機構，派出工作組長期駐點。
據統計，廣東全省基層工會組織有24.7萬個，其中，企

業工會組織21.2萬個（外商及港澳台投資企業工會組織2.9
萬個），工會會員數2,689萬，但截至目前，全省實行直接
選舉工會主席的企業工會大約有5,000家，但與總數相比，
已經實行直選的工會僅佔全省基層工會委員會的2%，就算
在已經推行的城市，直選也主要是在大企業中進行。
隨着廣東省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鄉鎮、街道

以及各類園區也越來越成為企業、職工高度集中的區
域，馮建華說，未來會着力加強這類區域公會的建設。

粵擬推企業工會民主選舉 農委：不能讓老闆跟農民搶飯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明奇、趙勇 南京報道）

在江蘇省農委主任吳沛良看來，以農業適度規模經營
為代表的「江都模式」，一方面可以實現農地最大產
出的邊際效應，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保護農民的利
益。「農村現代化說到底是人的現代化，保障和提升
農民利益，是土地流轉和集約化經營的根本所在。」

土地集約經營非越大越好
吳沛良表示，江蘇在土地流轉方面走得比較早，

比如蘇南的昆山、太倉等地，土地流轉的比例早就已
經超過了90%，積累了不少經驗，也碰到了不少問
題。其中，土地集約經營如何實現產出最大化和最大
程度保障農民利益的平衡，就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問
題。他說，土地集約經營並非規模越大越好，300畝

左右就能實現土地綜合效應的最大化，規模再往上，
就沒有太大意義。因此，江蘇省農委更願意引導和推
薦的是100-300畝之間的家庭農場，省裡面每畝100
元的土地流轉財政補貼，也集中在這一塊。
「土地流轉的過程中，我們要確保大多數農地在
農民手中，而不是被工商資本控制。」他說，政府
一直對工商資本介入土地流轉很警惕，「種地這種
事，農民能幹好的，工商資本就不該介入，不能讓
老闆跟農民搶飯吃。規模適中的家庭農場，就是集
約化經營很好的載體。土地流轉了，經營權還在種
糧大戶手裡，而這些種糧大戶，絕大部分本來就是
當地農民。省裡的補貼和獎勵之所以主要針對家庭
農場，考慮的就是把土地集約化經營的收益留在農
民手中。」

揚州家庭農場揚州家庭農場「「錢景錢景」」看好看好

■真武村農業合作社工作人員正在插秧。 趙勇 攝

■■農場主張興明在自家農場主張興明在自家
農場的庫房裡農場的庫房裡。。 趙勇趙勇 攝攝

■■江蘇省農委主任吳江蘇省農委主任吳
沛良沛良。。本報南京傳真本報南京傳真

江西副書記任中國科協書記 最高法新設環境資源審判庭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最
高人民法院昨
日正式宣佈設
立專門的環境
資源審判庭，
首任庭長鄭學

林公開亮相，他此前是最高法院立案第
二庭庭長。最高法發言人孫軍工表示，
環資審判庭主要職責包括四大方面：

—審判第一、二審涉及大氣、水、
土壤等自然環境污染侵權糾紛民事案
件，涉及地質礦產資源保護、開發有
關權屬爭議糾紛民事案件，涉及森
林、草原、內河、湖泊、灘塗、濕地
等自然資源環境保護、開發、利用等
環境資源民事糾紛案件；
—對不服下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

涉及環境資源民事案件進行審查，依
法提審或裁定指令下級法院再審；
—對下級人民法院環境資源民事案

件審判工作進行指導；
—研究起草有關司法解釋等。
孫軍工指出，環境資源專門審判機
構的設立，對於促進和保障環境資源
法律的全面正確施行，統一司法裁判
尺度，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環境權益，
在全社會培育和樹立尊重自然、順應
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新理念，
遏制環境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提升中
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形象等，將
產生積極影響。

首五月近四萬宗違八項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截至今年5月底，各級紀檢監察機關
共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近4萬
宗，處理5萬多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1萬多人。」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
部長、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副
組長黃樹賢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是

說。
中央紀委把糾正「四風」和遏制腐
敗蔓延勢頭作為當前主要任務。黃樹
賢指出，今年1到5月，全國紀檢監察
機關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2,953人，比
上年同期增長34.7%。
談及深化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的

任務和目標，黃樹賢表示，到2017年
要基本完成《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
實施方案》提出的各項改革任務，
2020年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確定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任務，逐步
形成切合實際、有效管用的反腐敗體
制機制和制度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科協前黨組書記、常務副
主席申維辰今年4月被中紀委公布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接受調查後，中共中央近日任命江西省委副書
記尚勇出任科協黨組書記。
中國科協官網昨日公布，中國科協2日召開幹部

大會，全國政協副主席、科協主席韓啟德，中組
部副部長王爾乘，科協新任黨組書記尚勇等出席
會議。王爾乘宣佈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國科協黨組

主要負責人任職的決定。
官方公布的資料顯示，今年57歲（1957年1月

出生）的尚勇是山東梁山人。
2001年 4月起先後任科技日報社社長（副部
級），科技部副部長，2008年8月任江西省委常
委、省紀委書記，2011年12月任江西省委副書
記、省紀委書記，2012年9月以後任江西省委副書
記。

■鄭學林昨日以環資
庭庭長的身份首次公
開亮相。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