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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并大田的故事
“我们村‘一村一块田’取得了可喜成效，去年粮食收入超过30万元。”2月27日，在淄博市高青县青城镇

庵东村的会议室内，庵东村党支部书记张明刚笑着告诉记者，去年他们贷款80万元，立下军令状，如果还
不上，村“两委”一起承担。今年不但还上了贷款，还有结余为村民分红。今年，因为土地流转数量增加
了，他们又贷了100万元。

三年时间，从一个不知道自家责任田在哪的运输专业户，到基层党组织合格的“当家人”，人到中年的
张明刚完成人生转型的故事，投照了高青县乡村振兴的诸多努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惊喜和启示。

放心和担心

“劝不住啊，只要家里有地，
俺爹就会按季种上粮食。快八
十的人了，天天上坡。”成刚在高
青的一家企业上班，每到农忙季
节他就心神不宁。2021年，庵
东村开始推行“小田并大田”，成
刚家的地流转给了村里的合作
社，他这才放了心。

有放心，也有担心。
84岁的村民张风田后来

说，自己一开始也犹豫，就是怕
要是收入不好，到时候不给钱

咋弄。
“我们村虽然土地资源丰

富，但是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
人都在外面打工，老年人又种不
了地了。”2月26日，张明刚告诉
记者，作为5个自然村合并成的
大村，庵东村户籍人口1893人，
数字看着不小，但常住人口不过
三分之一左右，很多人外出打
工，顾不上管地，加上村中耕地
分散，田埂较多，经营规模小，生
产成本高，村民很难从土地中获

得高效益。
2021年，张明刚接任村党

支部书记，庵东村也恰好成为
“小田并大田”试点村，推行
“小田并大田”遇到很多阻力，
“最大的问题是不信任，很多人
认为是好事，但是怕拿不到
钱。”

在青城镇“小田并大田”推
进会上，张明刚向青城镇党委书
记杨国华提出了自己的难处：自
己刚干不久，村民缺乏信任。别

说一亩地一年补偿800元，就是
补偿2000元，到时兑现不了
咋办？

“那就提前把钱给人家，村
集体没有资金，镇上派专人给你
办理贷款。”青城镇与高青县农
商行联合推出“专项金融扶持方
案”，进一步简化贷款流程、增加
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2023
年向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放
贷款总计860万元。

“我们村去年贷了80万元，

这是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更
是实打实的责任和督促。”拿到
贷款，“小田并大田”的工作顺
畅了起来，张明刚既放心也担
心，放心的是做工作有了底气，
担心的是风险都集中在了合
作社。

只要“小田并大田”能成
功，风险就会降到最低：张明刚
和村“两委”挨家挨户去做工
作，说服、沟通、解释……日复
一日。

“真金白银”助推改革

改革需要大刀阔斧来推
行，但遇到问题更需要耐心细
致想办法。投入“真金白银”助
推土地流转，青城镇在这方面
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论”。

村民之间“协调换地”就是
其中的方法之一。张明刚介绍，
庵东村制定了一个“土政策”：土

地流转面积越大，流转费越高。
20亩以内的零散地，每亩流转
费用为800元；20亩到50亩连片
地，每亩900元；50亩以上的连
片地，则达到每亩1000元。

通过鼓励村民自行结对并
地，提高价格把土地流转给合
作社，庵东村“小田并大田”工
作成了村民自己的事，真正实

现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
转变。

“村民扩大了自己的收益，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则赢得了宝
贵的时间。”张明刚认为这是一
个双赢的局面，“小田变大田”
越早推广，越早受益。大田耕
种不但可以提高机械化程度，
提升效率，还增加了购买农资

的议价能力，直接降低了种植
成本。

与此同时，青城镇配套出台
土地流转扶持政策，新增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实体化运营流转土
地每亩奖励50元，面积超过300
亩的，一次性额外奖励1万元；完
成全村面积80%的，再一次奖励
3万元，奖励可以叠加。相应的

政策配套扶持，增加村里土地流
转的积极性。

目前，青城镇拆零并整土地
1.67万亩，由原本的400多块变
成16块，有效耕种面积增加
1700亩，机械化率由66.2%提升
至95%，全镇新增土地流转面积
2.3万亩，累计完成5.6万亩，占全
镇耕地的75%。

一场特别的“升学礼”

鲜艳的大红花，闪亮的行李
箱……去年夏天，庵东村办了一
场特别的“升学礼”。说它特别，
因为这场“升学礼”是在村民分
红大会上举办的，村里考上大学
的年轻人发的这个行李箱，就是
村集体增收之后的福利。

“以前我们村的‘升学礼’没
有这么隆重，这次变化太大了。
村集体有了钱，咱们就能办好多
事。”张明刚说，“小田并大田”一
定要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来主
导，这个话青城镇党委书记杨国
华多次跟他说过。村集体没钱，
村里什么公益事业也发展不起
来，集体经济强了，村庄才有凝

聚力。
让年轻人现场感受村庄的

乡村振兴成果，庵东村的“开学
第一课”，意味深长。

“去年我们村粮食收入不
错，但我们不满足一斤粮食一块
多钱的价格，就从690亩流转土
地中拿出200亩培育良种。这
样，一斤种子可以卖到两块钱。”
张明刚说，提升粮食附加值，才
能保障村集体持续增收，为村民
带来更多的福利。

“担任村支书以前，我都不知
道自家的承包地在哪里。”2021
年之前，张明刚拥有5辆大货车，
是村里有名的运输专业户。

“从前期的考察走访和目前
实际工作来看，张明刚担任村
书记的职务，在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拉动村集体增收中，确实
起到了巨大作用。”青城镇党委
委员、组织委员亓培亮介绍，吃
苦肯干的性格和谨慎细致的经
营风格，让张明刚进入了上级
组织部门的视野。

从经济薄弱村到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示范村”，庵东村只用
了三年时间。

“五大振兴中，组织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作为曾经的
经济薄弱村，青城镇党委政府慧
眼识人，为庵东村基层党组织遴

选了一名合格的“领头雁”。
青城镇通过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推动“小田并大田”改革，截
至目前，青城镇流转土地共5.6
万亩，2023年新增流转2.3万亩，
有效耕种面积增加约1700亩。

青城镇庵东村通过持续推
进“小田并大田”改革，有效解决
农村空心化、务农人口老龄化等
日益突出问题，同时，该村土地
流转均价由最初的每亩450元
提高至900元以上，2023年村集
体增收突破40万元。

杨国华表示，“小田并大
田”改革是青城镇探索出来符
合高青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

路径，是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金钥匙”，只要一以贯之地
贯彻好、落实好党支部领办推
进土地流转这条路子，村集体
经济就能实现从无到有并快速
增长的目标，就能为乡村振兴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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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镇的“小田并大田”改革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

““小小田田并并大大田田””之之后后，，庵庵东东村村党党支支部部领领办办合合作作社社
秋秋收收成成本本更更低低了了。。

张张明明刚刚（（左左））在在为为村村民民办办理理土土地地流流转转手手续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