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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山作为农业大镇，农业经济

是经济发展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为更好地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做好土地流转工作至关重要。本

文根据近年来我镇土地流转基本

情况和现状，就如何更好地开展土

地流转来促进农业发展作一些思

考。

一、回山镇基本情况及土地流

转工作情况

一是回山镇基本情况。回山

镇 共 辖 32 个 行 政 村 ，辖 区 面 积

98.04 平方公里，人口约 1.43 万户

3.6万人。至今仍保持“纯生态、零

工业”的自然环境，高山生态农产

品获得市场广泛认可。现有耕地

2.56万亩，园地1.37万亩，林地6.19

万亩，共有茶叶种植面积3.3万亩，

高山果蔬种植面积 1.4 万亩，茭白

面积4500亩，中药材面积1200亩。

近年来，茶叶年产值已突破 2.8 亿

元，国昊茶叶已率先打造数字化生

产线，“般若谷”、“国昊”、“雪日红”

等茶叶知名品牌远销各地。在镇

域范围内已建成门溪山居蔬菜基

地、得恩德中药材基地等农业种植

基地16个，新建“回味馆”、农贸市

场等农业商贸平台3个。

二 是 社 会 自 发 流 转 情 况 。

2022年之前的土地流转，大多为农

户与企业自发组织对接，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由农

民出土地、出劳力，企业出资金、出

技术，把农村作为第一生产车间，

让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实现产与

销、企与农的有机对接。引进浙江

得恩德药业，种植雷公藤面积 200

亩，入选省级地方保护产品；新昌

县门溪山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西丁村流转耕地 50 亩，打造蔬菜

基地，投资超 50 万元；缙云商人在

新天村连续两年流转土地 50 亩，

种植高山茭白，每年缴纳租金为农

户增收 10 万元左右；天然食品有

限公司在下塘村流转土地 130 亩，

原计划种植番薯等粮食作物，但投

资商中途退出，导致土地荒废搁

置。回山农户希望政府和村集体

统一流转，统筹管理。

三是今年以来土地流转工作

情况。2022 年以来，回山镇通过

“签订两次流转协议，即先把土地

从村民手中流转到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再流转到回山强村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模式，共流转土地

2006余亩，涉及上市场、上下宅、高

湾等 16 个村，使土地益于发展现

代农业、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

为消薄提低厚植“基础底蕴”。其

中柘前、上市场村流转农田 500

亩，规整后引进缙云、嵊州等地客

商建设优质茭白种植基地；高湾村

流转耕地 200 亩，计划建设高山蔬

菜冷链配送基地项目；大安村流转

耕地 50 亩，已与县烟草公司合作

种植烟叶；上下宅村流转 200 亩，

已承包给大户种植优质水稻。

二、土地流转成效

一是促进农户增收。探索产

业帮扶新路径，助力低收入农户增

收，2022年回山镇低收入农户收入

增长率全县第一，流转土地涉及

2000 余户农户，人均增收 600 元以

上。做优“提低”文章，与浙禾农业

公司联合成立藏红花“手拉手创富

基地”，通过“企业+基地+低收入

农户”发展模式，以低收入农户认

领藏红花种植、公益岗位需求匹

配、企业销售平台搭建等方式，今

年已帮助 100 户低收入农户每户

增收2000元，计划明年帮助200户

低 收 入 农 户 ，人 均 增 收 超 3000

元。红联村联合新昌县和谐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实施“共富工坊”项

目，引导农创客种植高山精品茭

白，通过种植科学化、规模化、品牌

化，实现亩产增收 2 万元，帮助创

建低收入农户就业岗位 150 个，人

均增收超3000元。

二是促进集体经济增收。回

山镇32个行政村1-11月集体经济

总收入 3413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

入 1870 万元，各村经营性收入均

已提前达到 50 万元以上，土地流

转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00

万元以上。今年上半年贤辅村中

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探索“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村企联动

模式，平整流转抛荒土地 35 亩，由

太极集团东方药业指定种植药材

品种延胡索和浙贝母，带动贤辅村

集体增收 10 余万元。今年下半年

扩大种植面积，预计明年可增加村

经营性收入 20 余万元。县交投集

团联合红联村在屯外自然村承包

流转土地60余亩，投入约500万元

建设配套设施，打造汽车主题露营

基地，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

万元以上。

三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以

农文商旅融合产业项目为依托，加

强土地功能区规划设计，采用反租

倒包等形式促进土地流转，盘活闲

置土地资源，形成可规模化连片种

植区域。柘前村通过项目入股门

溪山居蔬菜基地，每年保底获得收

益 5 万元。浙江顶富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在红联村流转土地 800 亩，

打造回山茭白基地、小京生基地，

种植茭白、茄子、西瓜等绿色农产

品，年收入 1 千万元以上，帮助周

边 2000 多户农户增收。顶富公司

计划明年与咸亨集团合作，实施

“茭鸭共育”项目，增加经济效益。

三、当前土地流转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

一是个别农户不愿流转。土

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

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回山农民

对土地具有根深蒂固的依赖情

结。部分农民担心土转地块难以

集中连片，同时，每户土地相对分

散，地块内沟壑纵横、阡陌交通，若

转为集中规模经营，则需平整一些

沟渠，农户之间的思想认识不一

致，制约土地大规模流转。

二是一些农户对流转年限存

在顾虑。企业对农户土地流转年

限 一 般 为 10 年 以 上 ，很 多 为 20

年。当土地流转给企业时，部分农

民产生担心，害怕时间久了产生不

确定因素，土地无法回到自己手

里，此外认为土地虽然短期内不会

产生很多的效益，但想着只要土地

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选择市场价值

高的作物进行种植，相比流转出去

可自主支配性较强。

三是丘陵地形制约机械化种

植。山地及丘陵地区与平原地区

相比具有坡度更大、地块更不规

则、地貌条件更复杂、交通条件更

恶劣等特点，适应平原地区的大型

农业机械通常无法在山地和丘陵

地区使用，因此山地丘陵地区农业

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加之耕种土

地多为坡地梯田，道路比较狭窄，

缺少机耕道路也造成大型设备难

以进入。

四、下步工作思考

（一）加强土地流转工作，夯实

农业发展基础。

一是调动土地流转积极性。

深入宣传土地流转政策，做好农村

土地经营权证的发放工作，只有让

农民手里抓住一个证件，才能放

心、大胆地把土地流转出去。调动

镇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规范农村土

地流转程序，加大对土地流转的补

贴扶持力度，让土地流转者吃上一

颗“定心丸”。调动村干部的积极

性，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对土地流转的

奖补政策进行调整，不仅奖励规模

流转者，也对促成流转的村级干部

进行奖励。

二是扩大惠农政策帮扶性。

加大对流转大户的扶持力度，要在

政策扶持、信贷倾斜、风险补偿、科

技服务等方面，扶持流转大户，让

他们流转土地有钱赚，无风险。对

达到一定规模的种植大户，应当给

予产业政策扶持，比如以奖代补的

办法给予直接补贴，对涉农项目直

接打捆，扶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等，建立农业产业风险补偿机制，

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

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三是加大劳务聘用倾斜性。

建成农业产业基地后，按照“谁先

流转先聘用谁”的就业原则，优先

聘用流转大户为新型职业农民，免

费提供农业技术培训，聘用其从事

基地田间管理、采摘运输等劳务工

作，使农户在流转土地后依旧可以

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并取得相对可

观的报酬，提高工资收入，反向刺

激其他未流转农户的热情。

（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

农业项目建设。

一是明确招商重点。强势推

进农业招商，凝心聚力招引农业龙

头企业入驻回山。根据回山优势

特点,明确重点招商 500 万元以上

农业项目，加大招商引资项目推介

宣 传 力 度 ，充 分 利 用 我 爱 新 昌

APP、投资促进信息平台、门户网

站等新媒体平台，多渠道发布招商

项目库、招商政策等信息。

二是丰富招商形式。突出以

商招商，鼓励已落地企业利用业务

渠道、人脉资源，引进合作企业和

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回山投资。充

分发挥回山乡贤，尤其是杭州、上

海等在外乡贤力量，延伸招商触

角，扩大招商宣传半径，扩大招商

覆盖面，组织线上线下同步联动招

商，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本和农村资

源对接。

三是培育市场主体。继续扶

持壮大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

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促

进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抓手

和有效途径。针对农村当地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户，鼓励其

通过承包、投资入股等形式，集中

当地分散的土地，推进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

（三）推进土地宜机化改造，促

进农业提质增效。

一是规划协同作业。把土地

宜机化改造纳入农业产业规划、土

地整理规划、景观规划、道路规划、

水利规划等进行综合考虑，依托高

标准农田进行宜机化改造，按照每

50亩一块标准地要求，建设时把宜

机化作为重点实施项目，通路、排

灌、宜机作业一并协调同行。

二是稳定地势高差。根据地

势合理确定改造梯次，按照 5°以

下、5-10°、10-15°二梯次，分层

挖高填低逐层削坡，地边筑路，做

到地与地相联、地和路相通，埋设

涵管，侧重解决农业机械化作业道

路问题、机具下田问题、农机作业

安全问题。

三是集约种植管理。将地势

与地块有效衔接，合理去埂，要根

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分别建设不同

材质、不同类型的地块，把“巴堂

地”、“鸡爪田”改小块为大块，因陋

就简，宜大则大。通过宜机化改

造、规模化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致富。

（作者系回山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关于回山镇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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