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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的房子是父辈留下的，

有的是父辈的父辈留下的，有的倒了

一面墙，有的空闲在那里很多年没人

住，有些想要办证也没有房屋土地批

准材料。”璋川村民陈村中63岁，当过

20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深知村里农

房状况复杂，而且村民的心态也大不

相同，办证其实挺辛苦的。

余 文 东 证 实 了 这 个 说 法 。 他

说，他在一个村曾见过一对兄弟，前

一秒还商量面积谁多谁少的，后一

秒就因为谈不拢，毫不客气地拳脚

相见。有的村民到登记现场看了看

说：“我不想回来，家里就 50 多平方

米的老房子，没人住，但我妈非要我

赶回来不可。”

除了余文东，在现场登记的还有

一男两女三名工作人员。周文红是

安徽人，说话轻声细语，遇到问题耐

心用普通话解释，但是遇到价值观相

差太大的村民他们不知从何入手，只

有反复解释，常常一天解释下来，喉

咙沙哑甚至声带水肿。

要是有人觉得办证复杂又没什

么用，跑到收件现场散布负能量，工

作人员还是非常配合地回答他们的

问题。“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能办

证，搭在西瓜棚旁边的简易房子，老

家坍塌了一半的没人住小屋，铁皮屋

顶的钢棚⋯⋯”“简易房不能办，铁皮

屋顶不能办⋯⋯修补拆建过的房子

我们要到村里实地去看过。”一一解

答，令这位村民找不到可指责之处。

当然村里从来不乏耐心、热心的

村民。余文东说，有的村派老会计现

场核对收件交了哪些材料哪些材料

有待补充，一些村民们还拿来西瓜请

他们消暑。当天，璋川村党支部书记

任德成全程陪同，要是遇上自己解答

不了的问题，他一个个把村民领到工

作人员面前让他们帮忙解释。

当天来办理证件的人员较多，下

午才过了两个小时，打印机的油墨就

已经被用完了。余文东蹲在地上清

理墨盒说：“第二天、第三天来登记的

村民会更多。”他们已经去过 31 个

村，早已发现这个规律了，许多村民

第一天还抱着围观的心态，第二、三

天便排队到门口，来的村民更清楚自

己要带什么材料，这样他们其实办事

效率更高，因为口耳相传间，村民们

已经对确权登记或多或少地有一些

了解。

几个月努力下来，前仓镇登记成

果让人倍感欣慰。因为工作出色，在

今年的 2 月份，他们毫无悬念地成为

了我市确权登记工作中的一匹黑马，

发证量位于各镇街区之首。该所土

管员章李鸽告诉记者，为了保质保量

完成地籍登记工作，国土所在镇政府

的支持下已经招聘7名专门登记办证

的工作人员，包括上门收件的 4 名工

作人员。

目前，这些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

32 个村的登记收件工作。“这个村收

完件可以休息了吗？”记者带着好奇

问一名工作人员，她拿出日程表说没

有，接下来还有6个行政村，而且按市

委市政府要求，11月底前各镇街区宅

基地登记发证量至少要达到户籍数

量，他们离目标还有差距，任务还是

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在前仓镇璋川村，前仓国土所的四名成员一大早就带了表
格、复印机等材料设备，入村委会办公室为村民收集土地登记材
料。他们开展的是土地登记的第一步，也是整个办件过程中难
度最大的一步，不是因为程序复杂，而是每家每户人口房屋情况
不同，来咨询的村民认知也不同，造成解释工作繁琐而困难。

3 日，记者跟随这群办证人员体验收件过程，发觉心路历程
一言难尽，涉及的情况有些复杂难以一一详解。难怪有人说，每
一本土地证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村民从千里之外赶回
谨慎对待确权登记手续

接触了32个村的村民
工作人员感动委屈一言难尽

村民陈村中家里只有 50 多平方

米的黄泥墙老房子，出生后就一直

住在那里，而且房子一直保持原状

多 年 ，没 有 经 历 红 砖 的 修 修 补 补 。

“他只要交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复印

件，填写好登记的申请书等材料，便

可以轻松地拿到土地证。”前仓镇原

农办主任、工作人员余文东拿出他

的户籍档案袋说，这种登记情况是

最直接最简单明了的。

相比而言，村民林女士的情况要

复杂一些。她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改

嫁到其他村，仅有的户口本是红色的

而且还遗失了，没有了办理土地证的

有效凭证。如果要办理土地证，她还

要拿着身份证，去户籍所在地的派出

所再办一份新户口本。听上去有点麻

烦，但她笑说，虽然人在杭州，但父母

留给她的至少是 70 多平方米的老房

子，现在是用不到，万一以后政策有

变，有个土地房产的凭证还可能享受

政策的补贴，并主动咨询工作人员了

解办证方式。

“像我亲戚这种父母双亡、自己的

户口不在永康的情况，继承怎么办？”

一位村民看到贴在村委会门口的宗地

图，指着其中一户 40 多平方米的房子

问工作人员。一位扎马尾的工作人员

上前解释：“您亲戚这种情况，需提供

双亲的死亡证明，因为不是本村集体

成员还需村集体同意使用土地。”而且

由于涉及继承问题，继承人还要交一

份具结书和一份亲属关系证明，明确

其他顺位继承人确实放弃继承资格，

同意由其继承。

在交谈中，记者发现不少村民还

是从杭州、新疆等地赶回来办理新土

地证的，有的还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问工作人员：“我女儿现在还在外面，

这几天不回来是不是不能办证了？”工

作人员叫他们放宽心：“不用着急，还

可以到镇里国土所去办的。”

上门收件是前仓镇不成文的做

法，既方便群众又能当场解答宣讲，像

璋川村就有 700 多人 230 户农户，该

所灵活地安排四天的上门收件时间。

在上门收件之后，只要村里房屋宗地

已经进行过数字化测量，每个村民只

要带全材料，都能到国土所一次性申

请登记。

1992 年时，我市曾全面收集农村

地籍登记材料，为村民办理红封皮的

土地证，虽然办理部分最后未能普遍

登记发证，而且由于撤乡并镇、撤县

设市等历史原因导致许多材料遗失，

但是时隔 23 年，为了解决遗留问题，

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国土部门再次启

动农村土地登记，将农民土地更新登

记归档，并且为便民利民以免收任何

手续费工本费的方式，进村上门收

件，开具收件单让村民拥有收件凭

证，放心等待领证。

这无论对于参与工作还是配合

工作的国民，都是一件与有荣焉的

事情，因为完成土地登记，将促进宅

基地管理规范化，保障农民的基本

财产权利，为下一步赋予农民更多

财产权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

后续的土地改革、土地流转提供产

权基础和法律保障，牵涉的内容方

方面面，每个人的一小步，正逐步

成 为 推 进 深 化 农 村 土 地 改 革 的 一

大步。

每一段历史的变迁总有着无数

的见证者，而我们现在正见证着历史

变迁的一刻。虽然它看上去那么平

凡，而且还充满辛酸的泪水和疲惫的

汗水，但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一刻，

我们会知道它是多么地令人骄傲且

充满意义。

一本土地证凝聚无数的汗水
记者赴前仓镇体验宅基地确权登记收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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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慧

工作人员向村民介绍收件步

骤。因为是收件第一天，来听介绍

的村民不少。

亲属远在外地，一位村民代为询

问办证事宜。图为工作人员向该村

民介绍办证手续。

前仓国土所工作人员上门收集宅基地确权登记前仓国土所工作人员上门收集宅基地确权登记

材料时亲历的材料时亲历的景象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