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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但近几年伴随着我国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土地撂荒的问题愈加严重。本文从撂荒地治理

中的政策支持分析入手,并阐明治理期间社区参与机制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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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ml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food production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ountry's food security. 

Bu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ers have poured into cities, caus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land abandonment to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n analysis of policy support in the management of abandoned land and elaborates 

o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during the manageme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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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大量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迁移,致使农村土地撂荒状况愈发严峻。所谓撂荒地,

即于特定时间段内,因各类缘由而处于闲置、荒废状态的耕地。

撂荒地的出现不仅致使土地资源遭到浪费,还对粮食安全与乡

村发展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在我国现阶段农业与农村的发展进

程中,撂荒地现象已然演变成一个亟需化解的关键问题。强化对

撂荒地的整治工作,对于维护粮食安全、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

能以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要影响。 

1 撂荒地治理的政策支持体系 

1.1财政补贴政策 

财政补贴政策是政府促进撂荒地复耕和再种植的关键策略

之一,通过直接资金支持来降低农业生产的相关开支,并激励农

民及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撂荒地治理工作。种植补贴是此类

政策中最为普遍的形式,诸多地区专门为撂荒地复耕粮食作物

设定专项补贴[1]。如为鼓励农民在撂荒地重新种植水稻,部分地

区按照每亩200元的标准提供种植补贴。该补贴机制显著提升农

民收入预期,有助于让因低效益而被闲置的土地得以重新利用。

除种植补贴外,农机购置补贴在撂荒地治理过程中同样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撂荒地长期未被耕种,复耕面临较大挑战,

而现代化农业机械的有效应用可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对此政府

可向购买农机的农户及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补贴,降低其设备购

置费用。某地区针对用于撂荒地复耕的深耕机、播种机等农业

机械,实施30%至50%不等的补贴。这一政策使得农业合作社和大

规模种植者能够采购先进的农机设备,从而显著提高撂荒地的

复耕效率。 

1.2金融支持政策 

在撂荒地治理进程中,金融机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

用。其借助信贷支持与保险服务的供给,构建起撂荒地治理所需

的资金保障体系及风险防范架构。于信贷支持维度而言,众多金

融机构针对撂荒地治理专门研发出专项贷款产品。此类贷款产

品呈现出额度充裕、利率优惠以及还款期限灵活适配等特性,

旨在全方位契合农业经营主体在撂荒地复耕复种实践中的资金

需求[2]。如某家银行推出的 “撂荒地治理专项贷款”,面向从

事撂荒地复耕的农户及农业企业,赋予其最高可达100万元的贷

款额度,其贷款利率相较于普通商业贷款低2-3个百分点,并且

还款期限可依据农业生产周期予以科学合理的调整。除银行

贷款主要途径外,部分地区积极探索创新,通过设立农业产业

基金等多样化方式,为撂荒地治理项目输送资金动力。农业产

业基金以股权投资等形式深度介入具备发展潜能的撂荒地治

理项目,不仅为项目注入必要资金,更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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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资源,助力撂荒地治理项目实现高效、

可持续发展。 

2 撂荒地治理中社区参与机制 

2.1社区组织主导模式 

在当前撂荒地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主导模式的应用,其中

社区组织发挥主导作用,社区组建专项的撂荒地治理工作团队,

其成员由社区干部、党员代表以及村民代表构成。工作团队在

初期阶段针对社区范围内的撂荒地展开全方位的摸底调研,全

面掌握撂荒地地理位置、面积规模、土壤特性以及撂荒缘由等

相关信息,并据此构建撂荒地档案。在治理作业持续推进过程中,

工作团队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一是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协调,

力求获取政策扶持与资金补助。如顺利申请到政府下拨的撂荒

地复耕专项补贴资金,资金主要用于采购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

资料。同时,针对具有复耕潜力但存在撂荒风险的区域,大力推

进灌排体系与电力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农田抗灾能力。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整合各类农业专项资金,依据

“查漏补缺”方针系统性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应深入研

究土地碎片化治理模式,破解耕地分散化困局。推进农业机械化

适应性改造,实施地块合并整治工程,包括小田并大田、短地变

长地、陡坡改缓坡、弯道改直道等综合措施,完善田间道路网络,

确保农机作业通畅性。二是与农业技术部门达成合作,邀请农业

领域专家为社区居民举办技术培训活动,以此提升居民的农业

生产专业技能。培训内容涉及土壤改良技术、农作物种植技巧、

病虫害防控手段等多方面[3]。为有效提升居民投身撂荒地治理

工作的积极性,社区小组需科学制定一系列激励举措。针对主动

参与撂荒地复垦耕种的居民,会为其提供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

资料作为物质激励；若居民复耕成果十分突出,将在社区范围内

予以公开表彰,同时额外给予奖金以作鼓励。此外,工作小组应

积极引导居民组建互助小组,合力推进撂荒地复耕事宜,达成资

源共享及彼此间的帮扶协作。 

2.2农户参与模式 

当前撂荒地治理过程中,农户参与模式存在多样性特征。部

分农户选择对撂荒的土地进行自主复耕,他们借助自身积累的

农业经验及劳动力,开展了对未耕种土地的再耕作。以某农户为

例,该户拥有5亩撂荒地,因早前外出务工而未能耕种。随着地区

关于撂荒地治理的宣传力度加大和相关政策的推动,决定返回

家乡进行复耕。基于多年的种植经验,在撂荒土地上种植玉米、

大豆。经过细致管理该年收成显著,玉米的亩产量达1800斤,而

大豆的产量则为亩产400斤,从而实现经济收入的提升。部分农

户通过土地流转参与到撂荒地的治理中,将闲置的撂荒土地转

租给规模种植户或农业公司,以获取相应租金收益。同时,部分

农户在流转土地后,还能够在相关企业的农田从事劳务劳动来

进一步提升收入。如某村庄20户农户,将100亩撂荒地租给某农

业企业。该企业将这些土地集中进行大规模种植并着力发展蔬

菜产业。参与流转的农户每年每亩可获取150元的租金,同时部

分农户在企业的蔬菜种植基地工作,日收入可达150元。这种模

式不仅促进土地的集中经营,同时为农户提供更为可观的收入

来源。农户对撂荒地治理的介入为治理成效带来显著效果。一

方面,农户参与使得撂荒地复耕面积得以扩充,土地利用效率亦

随之提升。另一方面,在撂荒地治理进程中,农户凭借对当地实

际状况熟知以及自身积累经验,能够精准选取适宜的种植品种

与种植模式,显著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且农户投身撂荒地

治理,还强化自身环保意识与责任意识,有力推动农村生态环境

的优化[4]。 

2.3多方合作模式 

在撂荒地治理的过程中,社区、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

的协作逐步演变为一种重要的模式。该协作框架有效整合了各

方资源与优势,形成强大的治理效能。在这多方合作过程中,政

府主要承担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的职责。通过制定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等相关政策,同时积极倡导各方参与撂荒地的治理工作。

且政府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改善撂荒地的生产

条件。如某地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参与撂荒地治理的企业提

供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在基础设施方面,政府已投资1000万元

用于修建灌溉渠道和道路等,为撂荒地的治理提供支持。 

社区作为基层参与主体,在撂荒地治理中发挥沟通协调、组

织动员等功能。社区积极引导居民投身撂荒地整治工作,妥善处

理土地流转相关事务,化解土地纠纷等一系列问题。同时社区需

主动与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展开紧密沟通对接,将居民

需求与意见准确反馈,推动各方协作得以顺畅进行。如该社区在

撂荒地治理项目中,积极组织居民与企业针对土地流转进行协

商洽谈,成功促使500亩撂荒地流转至一家农业企业。在项目落

地实施阶段,社区做到对居民诉求的明确掌握,及时协调并化解

企业与居民间产生的矛盾分歧,有力保障项目的稳步推进[5]。 

在多方协作模式下,企业展现出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多方

面的显著优势。借助这一优势企业可针对撂荒地采取投资开发

策略,积极引入前沿的农业技术与科学的管理模式,大力推动现

代农业产业的发展进程,以实现对土地资源的高效运用。在该地

区撂荒地治理中,企业与社区展开合作并投入500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撂荒地的整治与开发工作。企业凭借先进的无人机植保技

术以及智能化灌溉系统等现代化手段,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与农产品品质。且企业构建完善的销售网络,将所产出农产品推

广至全国各地,成功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增长。 

在撂荒地治理过程中,多方合作模式的应用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各方协同联动实现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显著提升治理

效率与成效。且该模式还可推动农村经济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贯彻提供有力支持。 

3 政策支持与社区参与的协同效应 

3.1政策引导与社区响应 

相关政策的落实在促进社区参与撂荒地治理方面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设定清晰政策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案,为社

区的参与提供明确的指导。如某地区政府发布相关政策,规定社

区在限定的时间内需将撂荒地复耕率提升至80%以上,此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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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为评估社区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对达到该目标的社

区提供资金支持及政策优惠。不仅有效激励社区参与撂荒地治

理的主动性,促使其组织居民积极参与撂荒地治理活动。而社区

对于政策的响应力度,会对治理成效产生直接影响。政策宣传全

面且深入,社区能精准领会政策主旨并依据自身实际状况拟定

相契合的执行方案。在收到政府发布的撂荒地治理政策通知后,

社区应第一时间组织社区干部对政策内容展开深度研习,并借

助召开村民大会、张贴宣传海报、上门讲解等多样化途径,向广

大居民全方位宣传政策的重要意义与具体施行办法。同时,应构

建多维度普法宣传体系,重点针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

包法》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专项宣教活动,

提升农村居民法治素养,培育耕地保护文化。同时,将撂荒地治

理纳入乡村治理体系,通过村规民约建设与诚信管理机制相结

合的方式,强化农户主体责任意识。对于长期弃耕且未采取委托

代耕或集体托管措施的农户,应制定相应的约束性条款,并将其

纳入村规民约实施细则,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 

3.2沟通与协调机制 

撂荒地治理中政策支持与参与协同的实现离不开对沟通、

协调机制的有效构建,对此需依据实际治理情况进行沟通协调

体系的完善构建。在实际治理期间,政府与社区需构建爱你常态

化沟通机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需保持每月一次的频率,召开撂

荒地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并诚邀各社区负责人与会。会议中政府

部门应详细通报政策执行状况以及工作推进成效,并做到对社

区在治理中遭遇问题与困难的耐心倾听,并予以指导、扶持。同

时设置专门热线电话与电子邮箱,以期为社区反馈问题提供便

利通道。社区负责人可依托于电话或邮件,以实现对社区内部撂

荒地治理的最新动态、居民所提意见及建议及时传递至政府部

门,以此保障信息的顺畅流通。另外,需在社区内部构建沟通交

流机制。社区组织需采用召开村民大会、小组会议等形式,将政

府政策与工作部署及时传递给居民,并广泛收集居民的意见与

建议。实际治理项目开展期间,需保持每月最少举办一次村民大

会,在此过程中社区干部会向居民细致讲解撂荒地治理政策、推

进状况以及后续工作计划等内容。居民可在大会阐明自身想法

并提出问题,社区干部则需在场予以解答并记录。针对涉及居民

切身利益的部分问题,社区会组织居民代表展开讨论,共同协商

拟定解决方案。此外,社区可借助微信群、QQ群等社交平台,定

期发布撂荒地治理相关资讯以便居民随时了解工作动态,以期

在撂荒地治理中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与互动交流。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撂荒地治理中相关政策的提出实现对农业生产

成本的合理控制,有助于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撂荒地复耕复种的

积极性。而社区参与机制的落实则可实现对各方资源的协调管

控,为撂荒地治理工作的顺利、高效开展提供支持。通过政策支

持与社区参与机制的协同开展,能够充分展现各方优势来共同

推进撂荒地治理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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