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拦河刘村：土地流转“地生金”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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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河刘村 2011 年开始进行土地流
转，村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有了很大变
化，跟村“两委”班子的正确思路是分不
开的。

拦河刘村进行土地流转以村子为主
体，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尊重
村民意愿，与村民协商，最终以每亩 1100
斤小麦的国家保护价格将村里 2000 多亩

土地协议流转。农民看到了生活的变化，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原本对此心存疑
虑的村民也积极参与进来。

与此同时，村里大片土地整体流转，
对种植大户更有吸引力，种植大户可以利
用自身优势，扩大种植规模，利用国家扶
农惠农政策，提高种植效益。另外，出租
土地的村民在坐享收益的同时，有技能的

村民被返聘到农业种植基地，成为按月领
取薪酬的农业产业工人；年龄偏大又没有
技能的村民，村里与种植基地签订协议，
村民到种植基地工作，领取工资。一部分
农民则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身其他产
业。土地流转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促
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解决了农村闲置
劳动力的问题。

土地整体流转“盘活”乡村经济

土地流转之后，拦河刘村更
多的年轻人进城打工，呈现出青
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挣“大钱”，
留守人员在家干活挣“小钱”的
局面，村民收入稳步增加，人均
纯收入由 2010 年的 7500 元增长到
2015年的13500元，人均可支配收
入不断增加，经济社会面貌显著
改善，已成为孟庙镇北部农业区
域一颗耀眼的“明星”。

“土地流转之后，村容村貌有
了很大改观，路边不再是秸秆成
堆、一刮风尘土满天的情况了，
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村主任刘红
举向记者介绍说，随着土地流
转，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有
了更多自由空闲的时间，近年来
村里建设了文化广场、文艺大舞
台、老年幸福院，丰富了村民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

老年幸福院在村“两委”办
公楼后面，不时传来锣鼓声和歌
唱声。据了解，这是村民自发组
织的拦河刘豫剧团的部分成员正
在活动室排练节目。“村里土地流
转之后，俺们也不用种地了，有
了时间，就组建了这个豫剧团。
现在俺这个豫剧团可有名了，经
常参加比赛和演出。”70岁的村民
李平安告诉记者，家里土地流转
之后，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他
农忙时就在村里的农业基地干点
小活，农闲了就和几个戏曲爱好
者自娱自乐吹拉弹唱。后来大家
一拍即合，组建了一支豫剧团，
从成立至今已有6年时间，成员从
开始的六七个人发展到现在的 20
多人。

提起村里未来的发展，李树
立告诉记者，下一步计划将村里
的荒坑荒地利用起来，建设高标
准冷库，服务于两个园区，继续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同时，对村
内道路进行美化、绿化、亮化提
升，对村内活动广场、文化广场
进行再提升、再改造；把村中树
木全部更新，种植为梨树，发展
田园经济；利用紧邻市区和107国
道、交通便利的契机，以两个园
区为依托，着力打造观光农业、
旅游农业、休闲农业，将拦河刘
村打造成集生态农业、旅游观光
为一体的美丽乡村。

拦河刘村位于郾城区孟庙
镇北部，京广铁路东侧。全村
共1960口人，耕地面积3200
亩。近年来，拦河刘村利用村
里土地平整、成片的优势，将
村里2000多亩土地协议整体流
转，吸引了两个农业基地的投
资建设，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
路，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
化的同时，村民生活也有了很
大变化。一方面，一部分村民
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其他
行业；另一方面，有技术的村
民被返聘到基地工作，没有技
术的村民也轮流到基地干活，
领取工资。村民的收入增加
了，生活更加幸福。

村里计划在此基础上进行
再提升，把该村打造成集生态
农业、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美丽
乡村。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2 月 12 日，记者来到拦河刘
村，只见水泥路面平坦干净，道
路两旁的房屋外墙上彩绘或悬挂
着展板，宣传防灾减灾、传统道
德文化等内容。一座座楼房、一
辆辆私家车，无声地诉说着村民
生活的变化。

“很多村民家里的土地都流转
了，不但每年能拿到钱，还可以
出去打工挣钱。这几年俺村光小
汽车就增加了一百多辆，有的人
在城里都买两三套房子了。”提起
村里的变化，45 岁的村民宋巧敏
笑了起来。

“原来农民收入基本靠种地。
村集体有 60 多亩苹果园，每个大
队都抽出人员来管理，等收获了
把苹果卖出去，然后给村民分
钱。如果哪年苹果滞销，就家家
户户分苹果。后来不种苹果了，
改为村民承包，有些村民承包后
也是种些小麦、玉米之类的农作
物，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村支部
书记李树立告诉记者，从 2011 年
开始，为增加村民收入，推动现
代农业发展，村“两委”班子决
定开展土地流转。在积极争取投
资项目的同时，村“两委”班子
和村民协商，村民将连片土地承
包权委托给村委会，村委会实行
转包，最后将土地承包给种植大
户。“这样一来，连片的土地形成
了规模，集中进行土地流转，更
利于吸引投资。”李树立说。

建设生态旅游观光村

土地流转 村民增收
因为拦河刘村土地地块平整、成片，方

便大面积流转，再加上村“两委”的努力，
成功吸引美锦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和沙巴口
红冠蔬菜生产基地落户该村，为村内经济发
展和群众致富架起了一座桥梁。

2011年9月，美锦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
落户拦河刘村，园区占地 1200 亩，采取租
赁的方式，每年按照1亩地1100斤小麦的标
准补偿给农户 （按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折
算），仅此一项，每年就为群众增加150万
元左右的收入。园区采取公司化运作模式，
主要种植绿化观赏林木和葡萄、核桃、梨、
石榴等果木，平时园区树木修剪、除草、打
农药、施肥等都是雇佣村民完成，雇佣人员
以留守妇女、老人为主，平时雇佣30人左
右，农忙时雇佣100人左右。

随着美锦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的逐渐
发展，更多的投资者把目光投向这里。2012
年6月，沙巴口红冠蔬菜生产基地也成功在
拦河刘村奠基建设。基地占地 1300 亩，主
要种植时令蔬菜，另有 50 亩的温室大棚，
土地租赁价格与美锦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同
步，每年能为村里群众增加160万元左右的

收入。同时，基地雇佣劳务人员仍以村民为
主，平时雇佣50人左右，农忙时雇佣200人
左右。

12 月 12 日，在美锦高效农业科技示范
园记者看到，几名村民正在给葡萄树剪枝。
因为天气寒冷，几名村民都是“全副武
装”，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帽子和口罩，
拿着工具，麻利地干着活。“家里六七亩地
都流转了，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我就在村
里农业基地干点活，每天能挣50块钱呢。”
村民黄麦荣告诉记者，这里种的有梨、葡
萄、核桃，还有苗圃和散养鸡，每天都需要
雇人来干活。“现在天冷，活少，雇的人也
少，等到忙的时候，俺村的人都不够用，园
区都是开着大车去外村拉人来干活。”另一
位村民说。

据了解，现在村内闲散人员基本上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两个新型农业园区的不断
发展壮大，同时也促进了村子的发展，为进
一步开拓市场、方便产品对外输出，两个园
区先后改造硬化村内道路6公里，并在资金
上对村内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支持，进一
步提升了该村发展“软实力”。

短评

拦河刘村拦河刘村村内道路干净平坦村内道路干净平坦，，村容村貌整洁优美村容村貌整洁优美。。

村民在农业示范园内给葡萄树剪枝村民在农业示范园内给葡萄树剪枝。。 村民自发组织的豫剧团在排练节目村民自发组织的豫剧团在排练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