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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经探讨
NONGJINGTANTAO

近几年工作中，认真抓好关于粮食安全的工作，特别是关
于“耕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的工作部署，但是对于粮食种植
面积却越来越少，大部分种植了绿化苗木；由于这些困惑，促使
自己思考，对颜店镇的现状、发展过程、外地单位的经验进行分
析，总结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供领导参考，以推进工作更好地开展。

一、农业发展现状
（一）区位优势
颜店镇位于兖州区西部、任城区北部，城市未来发展区，既

要抓好粮食安全，确保粮食功能区，又要保住城镇发展所需用地。
（二）耕地布局
颜店镇 2004 年粮食面积达 10 万亩，2020 年粮食面积 2.5 万

亩，苗木面积 7 万亩，蔬菜、畜牧养殖 0.3 万亩，城镇企业建设
占 0.2 万亩。规划粮食功能区面积 6.6 万亩，需要还粮田面积 4 万
亩，前几年苗木行情较好，种植面积有临近的李营镇不断向颜店
镇扩展，颜店镇苗木面积发展到六七万亩，成了颜店镇农民的主
要经济收入。

（三）耕地布局的变化
近两年以来，由于苗木行情不好，出现了退林还粮的新局

面，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回升，面积增加的潜力较大，近几年内粮
食播种面积有望增加，但速度较慢，大部分农民还在观望等待价
格回升。

（四）村庄房屋空置
颜店镇土地面积 102 平方千米，村庄有 66 个，村庄占地 5

万亩，占 1/3，近几年，由于城市化发展，农民进城买房增多，村
庄房屋空置率达 50%，居住的都是老年人，土地效益低；村庄太
多，阻断田间机耕路，难于形成更多大方田。

（五）耕地林网路太多
20 世纪 70 年代，兖州实行大地园林化，农田成方不足 100

亩，林网密集，那时便于耕作，颜店镇有这样的方田 1110 方，在
当时生产工具落后的那个年代，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但是
这种林网路已不适应当前发展。

（六）土地规模经营情况
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颜店镇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推进

土地流转，加快土地规模经营。流转土地 5 万亩（3 万亩种植苗
木），占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土地由分散的小农户经营，迅速集
中流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规模经营，加快了新品
种、新技术、新型农机的推广应用，培育出了一批新型职业农
民、新型经营组织，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中
坚力量。

（七）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情况
发展了一批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目前全镇有 50 亩以上种

粮大户共 93 户，注册家庭农场 15 家。共经营土地面积 5 万多
亩，其中种粮面积 2 万亩。种粮大户土地来源于自家承包地和土
地流转，主要种植小麦、玉米。为培育种粮大户，提高他们的经
营水平，区农业局、农机局利用项目资金帮助他们更新机械，选
派技术人员对种粮大户实行技术人员“一对一”长期包保，重点
推广小麦、玉米一体化稳产高产栽培模式和绿色粮食生产技术，
帮助他们成立种粮大户信用合作联盟，并且还搭建了学习交流、
农资机械调配、融资担保平台。从调查反馈的情况看，主要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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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个方面的成效：一是提高了流转土地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
收入水平。流转出土地的农民，一般每年每亩能获得 1000 元以
上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外出务工经商或到种粮大户、家庭农场
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远远高于种地收入。农民流转出承包地
后，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由于经营规模大、节本增效，获得了较高的收益，一般每亩纯
收入每年 300 ～ 500 元，经营规模在 300 亩地的种粮大户，年收
入在 10 万元以上。二是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新
品种、新技术、大型机械得到迅速推广应用，节本增效意识得到
提高。三是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向小城
镇聚集，促进了农民非农收入增加。四是促进了社会资本投入农
业，出现了建筑商、工厂主等将富余资金投资租赁土地、开展农
业生产经营的现象，增强了农业发展的活力。

（八）农机发展情况
每年积极落实农机补贴项目，发展大型农机及配套机械。目

前全镇拥有 100 马力以上大马力拖拉机 30 台、深松机 12 台、小
麦宽幅精播机 50 台、自走式联合收获机 61 台。高效植保机械拥
有 15 台套，为适应大型机械作业，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机械作业效
率，需要大面积方田。

（九）农村劳动力变化情况
90 年代以前，农村劳动力 90%种地，进入 21 世纪到现在

20%种地，且都是 50 岁以上，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买房。未来 20
年后，可能没有农民种地，需要种粮大户、农业公司经营。

二、工作实践的思考
（一）工作实践
认真落实上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工作部署，一年来，通

过政策宣传引导，清理违章建筑等措施，种粮面积增加缓慢，多
数农民土地都已流转，不愿再种地；目前种植苗木亩收益不低于
种植粮食；种粮大户附属设施仓库、晒场较少，大型机械不能存
放，粮食不能晾晒。

（二）原来的林网方田已不适应当前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兖州大地园林化建设的适于畜力耕作的百亩

方田，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大型机械作业，土地利用率和机械作
业效率太低。

（三）其他乡镇改革的经验
2018 年 2 月 12 日兖州区大安镇、小孟、漕河已完成小方田

变大方田建设工作任务，将 20 世纪 70 年代建成的不足 100 亩的
小方田，全部统一规划合并为 300 ～ 400 亩的大方田，减少了路
沟、提高了机械化、规模化种植，适合现代大型机械作业，在田
内统筹机电井配套、铺设电缆、地下管道等，过去的机耕路全部
退路换田，增加耕地种面积，耕地面积增加 2900 亩，土地利用率
提高 10%。

三、思考的结论
根据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工作推进的实践和外地及其他乡镇

的工作经验，应该启动方田合并规划，将现在的百亩小方田，逐
步改造为四方合一的大方田；规划高标准社区，集中居住，鼓励
老旧村庄农民到新社区居住，村庄土地置换，增加耕地面积；提
高种粮综合补贴，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