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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农业农
村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根本要靠深
化改革。近年来，淮北市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充分
运用好农村改革这一法宝，以濉溪县
五沟镇庙前村为试点，在保持土地承
包关系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村民互换
并块，将“一户多块田”变为“一村一块
田”，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实施规
模化经营，有效解决了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问题，实现农田增
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善治。

一、主要做法
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聚焦并、建、用、管等环节，不断
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效益。

（一）党建引领，发动群众大胆
并。宣传引导。庙前村共有耕地面积
11000亩。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来，按照耕地肥力差异搭配，每户平均
耕种 7 块“细碎田”，土地碎片化造成
耕地效益低、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差
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提
升。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村党支部
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成立由村民理事
会成员、村民代表和“五老”人员组成
的“小田并大田”工作组，结合各村民
组差异，“一组一案”做好群众思想工
作，同时发动党员包组包户、挨家挨户
统计核实承包土地确权信息、种植现
状和并地意愿，承诺土地承包权、所有
权及承包面积不变，保证村民利益不
受损失，彻底消除村民顾虑。攻坚克
难。针对皖北地区老旧坟墓占用耕地
多、迁移难等问题，结合殡葬改革，采
取“群众选墓地、政府出资建”的方式，
投入230万元建成6个微型公墓、发放
迁坟补贴，在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下，
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把全村 1800 余座
坟墓全部迁移。针对原种粮大户不配
合、部分群众土地情节深不愿并的问
题，通过宣讲政策、协商调解、预留少
量自种地等办法予以解决，实现多方
满意。并田到村。由各村民组选出村
民代表，对耕地进行重新丈量并公示，
摸清地块数目、实有面积以及道路、沟
渠、机井等情况，通过召开党员代表大
会、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意见，根据各户
确权的承包土地面积，将“零散地”聚
成“大块地”。借助化零为整优势，村
委会与农户签订流转协议，按照农业
现代化和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统一
规划布局，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
1.1万亩的“一村一块田”。

（二）政府支持，因地制宜提标
建。加大政府投入。淮北市将深化

“小田并大田”改革纳入“三农”工作重
点，写入市委一号文件、市政府工作报

告，按照“统筹规划、集中连片、规模开
发”的原则，选取庙前村作为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进行重点打造，市县镇三级
政府推动农业、水利、交通、电力等部
门资源要素向示范区集聚，累计投入
各类项目资金 8700 余万元。提升耕
地质量。为解决庙前村采煤沉陷地
多、田埂占地大、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等
难题，采取“浅填埋、地连片”的办法，
复垦废塘弃坑，平整田埂垄沟，实现土
地集中连片，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747
亩。推广应用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
肥、增施有机肥、深耕深松等技术，改
善土壤肥力，耕作层增厚约 10 厘米，
耕地质量提高0.77个等级。实施节水
灌溉。作为严重资源型缺水城市，长
期大水漫灌致使水资源浪费严重，给
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综合采用修
固防洪堤、建设蓄水沟、运用排涝闸、
栽种防护林等措施，构建区域农田生
态循环水网，规模化运用喷灌、水肥一
体化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最大程度
减少水肥损失，节约用水 6 万多立方
米，灌溉水利用系数达0.9以上。建设
智慧农业。推动传统农业向信息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借助先进的BIM技
术、农业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建成高标
准农田智慧种植平台，构建集气候环
境采集、土壤墒情监测、病虫害防治、
智能喷洒等为一体的数据采集应用体
系，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信息感知、定
量决策、精准投入、智能作业。

（三）市场运作，规模经营高效
用。让企业来种地。通过招商引资，
将整村高标准农田二次流转给央企
——中化农业公司，每亩租金增加到
1000元全部返给农户，依托专业公司
成熟的市场资源、先进的种植技术等
优势，将平整后的1.1万亩土地进行机
械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解
决群众分散经营等问题，实现以土地
流转促进规模经营。让土地多产粮。
坚持良田粮用，发挥濉溪县种子大县、
种质资源优势，建设粮种繁育基地，研
发濉1309、大地2018、新研7号等14个
小麦自主品种，濉溪县被评为“国家区
域性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围绕市场
需求，大力发展高筋小麦、富硒稻米、
高油酸花生、特种专用玉米等订单农
业，打造五沟香本土品牌，提高溢价能
力，壮大粮食产业发展。让服务更专
业。成立中化现代农业濉溪技术服务
中心，实行“中化服务中心+农民合作
社、种粮大户、粮食加工企业”的 1+3
全产业链托管服务，产前为种粮大户
提供技术培训、现场指导、融资贷款等
服务；产中与农机合作社、种粮大户合
作，运用无人植保机、联合收获机、秸

秆还田机等，实施全程机械化作业，项
目区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100%；产后集中烘干收储，与鲁王面
粉、昊晨食品等龙头企业开展产销对
接，打通下游销售渠道，帮助农民产出
好粮、卖上好价。

（四）三方联动，夯实责任长效
管。村合作社主管。设立高标准农田
管护公益性岗位，村合作社选聘27名
责任心强、有农田设施管理经验的专
职管护员，对村、组道路、提灌站、机
井、主要沟渠等公共基础设施开展日
常巡查，建立巡查工作台账，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村民委员会，村集体负责维
修整改，提前消除安全隐患。经营主
体托管。按照“谁受益、谁负责”原则，
中化农业公司每年支付 20 万元托管
费，委托村劳务公司负责流转经营土
地上的作业道路、灌溉沟渠等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配套设
施性能良好、农田质量不降低。保险
公司协管。为确保公共基础设施质保
期后正常使用，农业部门引入保险机
制，利用项目结余资金，为机井、排灌
渠等重点设施购买项目保险，委托保
险公司提供日常养护、排灌渠清淤清
障等服务，降低农田设施灾损风险，兜
底保证高标准农田持久发挥效益。

二、积极变化
与 40 多年前小岗村的“大包干”

改革一样，“一村一块田”改革是广大
农民在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经营方
式、分配方式上寻求适应农业现代化
的又一次大胆尝试，是生产关系适应
生产力发展的创新实践，带来了农田
产量的增收、集体经济的壮大、人居环
境的提升、村级治理的改善等一系列
令人耳目一新的积极变化。

一是小块“低效田”变成了连片
“高产田”。改革前，全村共有6524块
平均面积不足 2 亩的“巴掌田”，最多
的一户有 12 块小田，田块零碎、土地
贫瘠、抗风险能力弱、生产低效。改革
后，这些零散的“巴掌田”被整合成 1
块万亩高标准农田，实现了“旱能灌、
涝能排、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
连”，示范区农田亩均粮食产能达1300
多斤、增加30%。说到今年的收成，种
粮大户汤义脸上乐开了花：“今年我承
包中化公司 800 亩地，进行规模化种
植，每亩增产200多斤，仅一季纯收入
就有 60 多万。要是能再多包一些地
就好喽！”

二 是“ 薄 弱 村 ”变 成 了“ 富 裕
村”。庙前村曾是远近闻名的集体经
济薄弱村，村集体收入不足 5 万元。
通过改革，增加了集体收益，释放了
劳动力，村办麻油厂、稻虾养殖、槐花
和黄花菜种植等产业风生水起，2021
年村集体固定资产 420 万元、经营性

资产 950 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86.5万元、同比增长17.4倍，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 万元、高出全省平均水
平1600多元，成为当地村集体经济发
展“明星村”。

三是“脏乱差”变成了“绿净美”。
“道路靠车轧、垃圾靠风刮、环境脏乱
差”，这是庙前村昔日村居环境的真实
写照。“一村一块田”改革后，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的同时，村委会拿出部分
资金，积极整修道路、加装路灯、美化
民宅、治理垃圾等，村容村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成功蜕变为环境优美、
配套齐全、生态宜居的美丽新农村。

“过去一进村里，路面坑坑洼洼，到处
都是垃圾，环境治理后，现在我们村真
是大变样了！”面对调研组，村民任明
英难掩激动的心情。

四是“矛盾村”变成了“和谐村”。
以前，庙前村地边纠纷、农田涝灾导致
庄稼失收等问题时有发生，村委会主
动服务不到位，群众意见较大。“一村
一块田”改革后，田地纠纷等矛盾大幅
减少，村“两委”班子将主要精力放在
为村谋发展、为民办实事上，用行动拉
近了与群众的距离。“村干部处处为群
众着想，给我们老年人买了保险，村里
还建了活动广场，没事遛遛弯、跳跳
舞，现在的生活真好！”晚风习习，跳广
场舞的陈加梅对村里的变化打心眼里

高兴。
三、几点启示
淮北市“一村一块田”改革，是推

动“三农”工作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的重大变革，是落实“科技强农、机械
强农，促进农民增收”行动的重要实
践。

启示一：尊重农民意愿是前提。
“一村一块田”改革，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和首创精神，让群众成为改革的知
情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对“田并不并、
怎么并，土地转不转、如何转”等问题，
完全由村民自主决定，最大程度维护
了群众利益。实践证明，只有尊重农
民主体地位，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
民利的改革实事，才能体现民愿、赢得
民心。

启示二：规模化经营是方向。“一
村一块田”改革，实现土地集中连片，
发挥规模经营优势，提高了农业经营
化水平，克服了长期以来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过于强调“分”而缺少“统”的
现实，实现了“统”和“分”的有机统
一。实践证明，规模化经营，让产业集
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降低了农业生
产成本，为机械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
生产提供条件。

启示三：市场化运营是关键。“一
村一块田”改革，始终坚持市场导向，
瞄准消费需求，调整种植结构，积极引
入中化农业公司、种粮大户、农技专家
等组成种植联合体，大力发展高筋小
麦等订单农业，有效提高了农业市场
化程度，促进了农业产品结构升级。
实践证明，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加强产
销对接，变“跟风种植”为“订单种植”，
提高农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促进农业
生产提质增效。

启示四：富民强村是落脚点。“一
村一块田”改革，在并地流转、建设高
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源禀
赋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种养
殖、农业二产加工等特色产业，为实现
村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引来了“源头活
水”。实践证明，富民强村离不开产业
振兴，必须牢牢牵住产业兴这个“牛鼻
子”，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富起来，乡
村强起来。

启示五：加强党的领导是保证。
“一村一块田”改革，村党组织牵头抓
总、把关定向，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主
动带头，勇当改革的“执行员”、政策的

“宣传员”、矛盾的“调解员”，让群众从
疑虑重重转变到主动要求。实践证
明，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
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才能凝聚起多方力量，推动
改革顺利向前。

实现“一村一块田”的淮北实践
郑 言

大美淮北。 ■ 摄影 李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