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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村所屬東
山行政村村支部
書記王傳奇。

記者趙臣 攝

■農業龍頭企業與村民核對田畝、簽訂流轉協議現場。
本報安徽傳真

■■小河村不外出打工的村民小河村不外出打工的村民，，在農忙時在農忙時，，
都願意到流轉企業做臨時工都願意到流轉企業做臨時工，，每天可以掙每天可以掙
到到8080元的收入元的收入。。 本報安徽傳真本報安徽傳真

■李誠翠與婆婆、外祖母、公公、丈夫合影（從左起）。
記者趙臣 攝

■李誠翠所在的小河村，2,000多畝
耕地已全部流轉。 本報安徽傳真

1978年改革的春風首先從農村吹起。2013年十八屆三中
全會，又吹響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去年底和今年初，隨着
中央《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
經營的意見》、《關於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關於加大
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等系列文
件的密集出台，有專家認為，今日中國的再出發，亦將從農

村開始。
而作為農村改革發源地的安徽，在試點推行以農地流

轉、農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為支點的新一輪農村土地改革中
堅定地走在前列。日前，本報記者前往安徽多地實地採
訪，與農民、承包土地經營企業家、地方主管農業官員，
以及專家、學者面對面，記述他們正在經歷的改革現狀、
展望與關切。

在簡單自我介紹後，49歲的李誠翠便開始了傾述。1995
年，「二輪承包」時，她家共分到約7畝田（當地稱「老

畝子」，一畝約1,000平方米），但由
於家裡只有丈夫一個主勞動力，耕種
不了這麼多，如別人不願意種，就只
能拋荒。1997年左右，李誠翠家把其

中的3畝田給了同村的另一戶人家耕種。雙方達成
口頭協議，不收取任何費用，但當時的農業稅需要
代耕方繳納。
2014年，李誠翠家所在的含山縣小河村開始推進承包
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李誠翠介紹，由於家裡老人
多，現今生活困難，她家曾多次找代耕方協商，希望
能收回那3畝田。但遭到了對方拒絕，理由是
「給我做了就是我的」。後來，村委會亦介入
進行多次協調，但由於雙方互不退讓，糾紛依

然沒能得到解決。李誠翠表示，
如果對方始終不願意歸
還，最後只能走法律渠
道，去縣城打官司。

婆婆患尿毒症年支2萬
李誠翠對記者說，想要回那3

畝田，主要是因為自己家的經濟
壓力太大。李誠翠的兒子今年25
歲，正在安徽工業大學上學，學費

和生活費一年要 1萬多元（人民幣，下
同）。同時，她家還有3位老人需要贍養。
李誠翠的公公今年83歲，婆婆76歲。丈夫

的外祖母常年臥榻在床，已96
歲。因為婆婆是獨生女，外祖母
已在他們家生活多年。李誠翠介

紹，婆婆患有尿毒症，現在每個星期透析3次，治
療費1,000多元。雖然醫療保險可以報銷大部分，
但一年下來，加上其他藥物的費用，婆婆的治病養
病開支，至少要2萬多元。
李誠翠的丈夫是木匠，平時做一些裝修房子的零

活，一年收入約3萬元左右。李誠翠說，要不是為了
照顧家裡的老人，夫妻倆早就出去打工了，那樣生活
會比現在好很多。李誠翠曾經在村子附近的服裝廠上
過班。她介紹，早上7點出門，中午11點鐘下班休息
一個小時，一直到晚上六點。為了更好地照顧家裡的
老人，夫妻倆商量後，李誠翠辭了服裝廠的工作。

土地流轉後收入翻兩番
李誠翠現今在承包自家農田的企業安徽聯邦農業公司打零工，農

忙時幫忙種水稻，管理大棚。薪資按天算，上班每天80元，平均每
個月收入在1,700左右。另外，李誠翠家的農田在2013年已流轉給
聯邦農業公司，每年每畝（666.6平米）租金600元，以後還將逐年
增加。李誠翠介紹，以前自家耕種，棉花加水稻，一年的毛收入也
就6,000元左右。現在，她家的農田租金，再加上她不用幹農活，出
來打零工的薪資收入，至少是以前種田的4倍。
然而，李誠翠家想收回的3畝田也被代耕方在2013年流轉給了聯
邦農業公司。農田租金和政府的各種農業補貼，都歸耕種戶領取。
目前，小河村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已進行到田
畝丈量界定的校對階段，接下來就是公示和每戶簽字、頒證。李誠
翠說：「當時這個田我只是給你種的，並不是就是給你了。」她介
紹，為了能給家裡老人的生活多一份保障，已諮詢過縣裡的律師，
因為有「二輪承包」時的田畝承包合同證書在，肯定能勝訴。但考
慮到鄰里關係和以後的相處，她跟丈夫又都不希望真走到那一步。
小河村共有100多戶人家。該村所屬東山行政村村支部書記王傳

奇介紹，小河村涉及糾紛的有六七戶。他稱，在確權工作中，相比
統計田畝、校對等，最難辦的還是糾紛問題，不好處理。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
證，簡稱土地確權，是內地依據已頒
布《物權法》、《農村土地承包法》
等法律規定，由縣（區、市）農村土

地承包管理部門對家庭農戶承包土地的地塊、面
積、空間位置等信息及其變動情況記載於登記
簿，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確權頒發土地承包
經營權證書，以進一步明確農民對承包土地的各
項權益。

目前，內地正在推進試點的新一輪農村土地改革
方略，核心是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
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
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其中，
推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是前提和基
礎，將有利於穩定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並放活農
村土地經營權，從而將新一輪農村改革推向縱深，
達到促進現代農業發展、激活農村土地資源、進一
步解放農村勞動力等諸多目標。

含山縣是安徽省首批 20 個整
縣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
登記試點縣之一。全縣 9.8 萬農
戶承包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於
去年3月中旬正式啟動，計劃今
年上半年全面完成。該縣在推進
確權工作過程中，總結出台的化
解糾紛矛盾的「十三條」，被多
地借鑒。
含山縣政府在向安徽省政府匯報

的一封材料中表示，該縣有69萬畝
土地需要進行確權登記頒證，土地
面積大、涉及農戶多，許多田畝的
權屬、現狀等和二輪土地承包時相
比都發生了改變，給確權工作帶來
很多困難。為穩妥順利開展土地確
權登記頒證工作，該縣組織相關部
門通過調研、走訪、座談等形式，
收集到確權過程中存在的田畝私自
消失、村民組私自調地等八大類24
個方面矛盾問題，並梳理出13類共
性問題，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政策規
定及時予以了破解。如沒有參加二
輪承包現要求承包地、拋荒後被轉
包土地的確權登記、村民組對承包
地自行小調整的確權登記等問題，
在「十三條」中，均提出了穩妥的
解決辦法。

安徽永承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許福昌曾在安徽
定遠縣政府法制辦工作多年。進入律師行業後，
經手過多宗土地糾紛案例。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隨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工作的
推進，農村土地價值愈發凸顯，亦將迎來農村土
地糾紛矛盾的集中爆發期。
許福昌表示，現在很多在外打工十幾二十年的

人都回農村要地。但以自然村莊為基礎形成的土
地承包使用狀況，變更隨意性較大。同時，內地
農村土地承包政策在近30年的時間裡進行過多次
調整。由於各地在貫徹落實中央政策的過程中，

對政策的理解程度和工作力度不同，形成了諸多
歷史遺留問題。再加上近些年大力推進城鎮化、
新農村建設等因素，使農村土地問題更加複雜。
隨着土地流轉的加速，土地收益的不斷提高，這
些矛盾在土地確權過程中，都會爆發出來。

法律配套加快跟進
此外，許福昌表示，多年以來農村土地是兩層
權利結構，一層是所有權（歸集體所有），一層
是承包經營權（歸農民）。隨着國家鼓勵土地流
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政策的出台實施，確

權登記後，農村土地的權利結
構現狀變為三層：第一是所有
權，第二是土地承包權，第三
是經營權（歸流轉土地經營戶
或企業）。這三層權利關係如
何界定？以及新的「承包權」
的法律屬性，在司法中要盡快
明確。另外，目前雖然有多地
開展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
款的試點，但這在法律上仍是禁區，還需加快
《擔保法》等相關法律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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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內地首批3個農地承包

經營權確權登記整省推進試點省

份之一，安徽早在2008年就以村為

單位選點開展了試點探索。2014年，

安徽在全省20個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

縣（區）整縣推進試點，在其他縣

（市、區）各選1個鄉鎮擴大試點，

試點土地面積達2,820萬畝。今年，

安徽計劃再完成65個縣（市、區）試

點任務，同時開展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

設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權

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其

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

任務將力爭到 2016 年全省基本完

成。然而，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

頒證工作讓那些因歷史遺留問題產生

糾紛的農民一時間手足無

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張玲傑 安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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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福昌律師。
本報安徽傳真

律師：土地價值漸升 矛盾集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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