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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秦艳华

1980 年秋天，地处我市东部山区的黄溪滩村率先分田分地到户，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黄溪滩村
被誉为永康的“小岗村”。

从“大包干”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建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历经40年的不断
探索演进，使农村的土地经营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40 年来，农村土地改革经历了哪些重要的节点，给农业和农民带
来哪些变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发展方向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追忆永康土地改革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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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溪滩村率先搞起“大包干”
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黄溪滩村有 300 多户

1200 人口。村里山多土地少，一直是个缺粮

村。

1980 年 8 月的某天下午，黄溪滩村第九生

产小队的社员们在玉米地劳动的时候，队员应

锦伦无意中提到安徽实行了土地承包，队员们

立即来了精神，围着一起探讨“分田”之事。当

时的第九生产小队共有20来户，小队的田地多

是山沿地，肥力较差，有的地连草都长不了。

“田地能分么？怎么分？分了以后会面临

什么的后果都是未知数，踏出第一步需要很大

的勇气。”今年 60 多岁的黄溪滩村会计应振清

说，当时队员们虽然商讨了土地承包到户之事，

但真正“分田到户”还得等待时机。那一年，应

振清还是毛头小伙，刚接手会计工作。

事隔 3 个多月后，借几年来人口变动、自留

地调整“找补”为由，小队把 16 亩旱地分了 10

余亩。几个月后，小队再次把 6 亩萝卜菜田分

了。当时，应振清还发明了“一半照人口，一半照

口粮“的分配方法。当时他家有4个人口770公

斤口粮，分田分地后，共分到0.25亩旱地和2亩

左右水田。

“分田到户后，大家的干劲很足，第一年由于

不敢尝试新品种，收成不好，隔年引进新品种后，

产量和效率均提高了数倍。”应振清说，第九生产

小队分田到户后，村里的其他小队也开始效仿。

1981年下半年，土地承包责任制出台了。

40年间土地经过多轮微调
黄溪滩实行了“大包干”，当时柏岩公社周边

的村也先后行动起来，“大锅饭”导致的生产效率

低下、粮食减产以及收入平均化等现象也得到了

彻底改变。

“分田到户后劳动效率、粮食产量直线上

升。”应振清说，之前割稻到种完玉米要40天，搞

“单干”后只需 10 天，单季稻亩产也从原先的

200多公斤增加到500公斤。

实行“大包干”后，黄溪滩村一直遵循中央的

精神推进土地改革。1984 年，中央规定土地承

包期在 15 年以上。1998 年，土地承包期满，当

年中央文件将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同时还

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应振清的印

象里，1984年和1990年村里的土地都进行了小

调整，即一等田不动，二、三等田进行“找补”。“上

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娶嫁、出生等原因，小队

有好几户人多地少户，在原先的基础上进行了微

调，但变化不大。”应振清说，之后村里土地进行

了2次微调，田块进行了大平整，通过“改田”，实

现了田成方渠成行，适合机械化操作，为进一步

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奠定了基础。

更多的农民“洗脚上岸”
“到目前为止，我家虽然增加了2代人，但土

地依然没多大变化。”应振清说，与父母分家后，

他从长辈那里继承了1.7亩一等田，0.45亩的二

等田，满足了小家庭祖孙三代 6 口人的耕种需

求，但整个家庭的土地拥有量变化不大。

“1992 年以后，实行开放搞活，富余的劳动

力可以外出打工。”应振清说，随着土地制度的

变革，如1998年实行土地产权30年不变，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心中更安稳了。

对于这种变化，应振清有着切身的体会，他

如今已“洗脚上岸”，到附近的工业功能分区打

工。今年厂里业务忙，工资涨到了 5000 余元。

同时，他每月还能领到 1700 多元的退休金，这

样一来每月就有6000多元收入。

“在外打工 2 个月就抵得上全年在家种田

的收入了。”应振清说，“如今，黄溪滩村大部分

土地进行了流转。村里田块方正，道路通畅，水

源充盈，方便全程机械化耕作，因此很受种植大

户的欢迎。”由于这几年土地流转频繁，村里还

专门让人代管土地流转之事，为双方提供方

便。截至目前，该村耕地流转面积200多亩，占

比达80%以上。

土地确权工作稳步推进
黄溪滩村的变化是我市土地制度变迁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中央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

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

性地位，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

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这是新时期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点。黄溪

滩村土地制度变革迈入了新阶段。

“今年，村里围绕承包地确权工作开展了两

轮调查。”应振清说，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颁证工作不断推进，村两委多次召开会议商讨，

并对 500 多户村民的情况进行排摸，完成签订

313户。

从去年开始，我市成立了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领导小组，印发了土地确权工作方案和操作

办法。同时，我市结合目标任务有序推进各项

工作，已开展了调查测绘项目招标，完成了基本

农田划区定界、地力等级划分成果、国有用地红

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等资料收集，以及完成

了全市数字正射影像图（DOM）制作，并通过加

强业务培训和指导、实行工程监理等稳步推进。

根据实际，我市除符合条件可不确权和暂

缓确权的村，应开展确权村558个，涉及承包农

户9.8万多户，承包地16万多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正在制作中，届时

将统一发放，方便流转、贷款。”市农林局农经站

站长李正说，新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采

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增强了防伪标识和地块

示意图，解决了四至不清、面积不准确等问题，

同时通过扫描证书上的二维码，可获知土地承

包者姓名、地块总数、确权面积等信息。

激活生产力带来田野新希望
——从黄溪滩村变化看我市土地制度变迁

黄溪滩村耕地流转面积200多亩，占比达80%以上。 记者 秦艳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