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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该从根本上严格控制农业用地流失，建立健全耕地保

护责任制，明确各级政府的农业用地保护责任，加大处罚力

度。建立健全用地标准，统一规划管理城乡建设用地。加大对

违规占用农业用地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发现违规占用要坚决

依法收回。对于违规圈占还未使用的农业用地，要责令相关

方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原有用途。同时，要严格审查农业用地

征用，有效保障农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3.5 推进土地信息化，健全评价机制
全面开展土地调查工作，做好土地使用途径的登记工

作，建立健全土地资源数据库，构建高效的土地资源信息化

管理系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资源在线查询和评价，为

开展土地整理工作提供数据服务，从而提升土地整理工作的

科学性。健全评价机制，对土地整理工作进行科学评价，评估

土地整理工作是否已经获得预期效果，是否获得应有的社会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做好土地整理工作成果的验收，对土

地整理成果进行动态监测，开展综合效益的分析与评价。

3.6 实施科学考核，规范土地利用
科学的考核标准是保证土地整理工作有效开展不可缺

少的部分。政府部门一方面要考察经济指标，另一方面也要

关注社会、人文、环境等方面的指标；土地整理工作要适应现

阶段发展，也要重视长远发展。对于土地资源的管理利用应

该遵循党纪国法，针对一些滥用职权乱批乱征农业用地、纵

容破坏农业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干部要严惩。土地整理工作是

维持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是维护广大农民

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政府管理部门应该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保护农业用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维护

农民合法权益，有效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合理

开发利用农业用地是各级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必须面对和解

决的问题。

4 结语
通过土地整理可以提升农业用地面积、改善农业用地质

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在开展土地整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政府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

土地整理项目顺利开展，从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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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带一路”和“乡村振兴”背景下，蚕桑家庭农场因周期短、回本快、绿色环保等因素在道县各乡镇迅速发展。本文通过

对道县蚕桑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的调研，发现其存在桑园布局分散、发展模式单一、资金链短缺、土地流转和确权难度大、人才缺乏等

问题，建议做好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家庭农场金融制度、多元化发展蚕桑产业、加强专业型人才培养、利用龙头企业做好社会化

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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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蚕桑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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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蚕产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产业，“养天虫以吐经纶，始

衣裳而福万民”，种桑养蚕在几千年前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户有 3 亩桑，脱贫奔小康”，是贫困山区很多蚕农的真

实写照。蚕桑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符合蚕桑生产

的特点，有利于蚕桑生产的精心饲养、稳产高产、降本增效，

是蚕桑产业提高生产力水平，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东桑西

移之后，广西的蚕桑产业得到很大发展，道县位于广西和湖

南交界的地方，在“一带一路”和“乡村振兴”背景下，蚕桑家

庭农场因周期短、回本快、绿色环保等因素在道县各乡镇迅

速发展起来。

1 道县蚕桑家庭农场概况
1.1 蚕桑家庭农场的概念
蚕桑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

劳动力，从事蚕桑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以

蚕桑家庭农场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经营主体。

1.2 道县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
道县位于湖南南部，属南岭地区，西接广西全州县、灌阳

县。道县四周环绕着高山，中部是平川和丘陵地貌，整体地势

四周高中间底，属于盆地结构。山地面积占 44.7%，丘陵占

36%，平原占 14.9%。桑树生命力旺盛，被誉为生命树，所以在

山区和丘陵地区都能生长。道县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

气候区，四季分明，温度适宜，非常适合种桑养蚕。

1.3 道县蚕桑家庭农场概况
2013年以来，道县仙子脚、桥头、寿雁和乐福堂等乡镇 30

多户农民自发经营家庭农场栽桑养蚕，桑园面积达 1000 多

亩。因为道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蚕农一年可

养 10 批蚕，即一批蚕从 3 龄养到结茧只需要十几天，蚕期每

个月基本可养两批。每亩桑园养蚕的年收入在 6000～8000

元，蚕茧质量特别高的可达 10000 元。2018年新增蚕农 15户，

每个蚕桑家庭农场规模在 20～30 亩左右，基本上都是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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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经营一个家庭农场，蚕 5 龄时请临时工一起采摘桑叶。

同年，湖南洑水河农牧生态有限公司，在转型升级中新增 660

亩桑园，建立起小蚕共育室和自动化标准蚕房，并统筹道县

蚕桑资源进行规模化整合。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桑园布局分散，难以形成规模
道县各乡镇近 2000 亩桑园都分散在各处，要想规模化经

营，还需流转周边土地连成一片。但是农民对土地包租存在

观望态度，土地流转存在一定困难。加上已流转的土地属于

农业用地，要在农业用地上建设养蚕大棚，审批上存在困难，

需当地政府协商解决。

2.2 发展模式单一，缺乏社会化服务
道县的蚕桑家庭农场主要以种桑养蚕为主，靠出售蚕茧

获得收入，桑园套种和蚕桑资源多元化开发利用还未发展起

来，发展模式非常单一。在社会化服务方面也相当欠缺，目前

只有一两个蚕桑家庭农场组织负责采购桑苗、蚕种、肥料、消

毒药品、蚕具等物资，统一收购蚕茧。

2.3 基础设施不健全，资金链跟不上
道县属于山区，家庭农场承包的多为山地和荒田，水、电

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大部分蚕农难以承受。目前，道

县蚕桑家庭农场仅一两家在桑园内修建完善的灌溉系统，大

部分桑园只能依赖自然降雨。完善桑园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一般蚕户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

贷款，即使获得贷款，金额也较少，与投入相差较大，严重制

约了蚕桑家庭农场的进一步发展。

2.4 土地流转和确权问题难以解决
一是农民土地流转意识较差。对农民来说，土地是赖以生

存的保障，虽然中壮年外出务工收入比种田种地更高，但他

们仍不愿意将土地放入流转格局之中。二是土地流转机制不

够完善。很多地区因缺乏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流转和

确权工作难以开展。三是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很多土地流

转协议未经相关部门审核，且未能留下流转档案，即使签订

了合同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一旦发生纠纷，蚕桑家庭农场的

利益将受到伤害，不利于蚕桑家庭农场的进一步发展。

2.5 专业人才缺乏，机械化水平低下
大部分蚕农在 50～60 岁之间，文化程度低，部分中青年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更未经过蚕桑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大

部分农村主要劳动力都在外务工，留在农村的基本上是老弱

病残和妇孺儿童，他们无法掌握先进技术，不能成为蚕桑家

庭农场的主要力量。

3 对策和建议
3.1 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保障蚕农利益
一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和土地流

转平台建设，打消农民心中顾虑，保护租种土地的养蚕大户

和家庭农场的利益。二是推进桑园土地依法有序流转。按照

“依法、自愿、有偿、互惠”的原则，采取出租、转包、互换、转

让、入股等方式，切实搞好土地流转，向优势区域、家庭农场

和专业大户集中，为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奠定基础。三

是加大土地流转宣传教育的力度。针对现阶段我国农民缺乏

土地流转意识问题现状，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教育

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法律法规，帮

助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土地流转工作。加大培训基层领导干部

的力度，确保他们拥有更丰富的政策和法律知识，准确地向

群众科普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政策，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土地

流转的支持度，推进土地流转工作的开展。

3.2 完善家庭农场金融制度，解决资金链问题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尤其是蚕桑家庭农场标准化蚕房、自

动化养蚕设备、自动化伐桑机、自动化上蔟设备和采茧机等

方面的财政扶持力度，支持蚕桑家庭农场完善道路、水电、蚕

房和设备等基础设施。完善风险抵押机制，拓宽相应的担保

物体范围，将大型养蚕设备、蚕房、土地使用权等纳入贷款担

保抵押物范围；开发适合蚕桑家庭农场的保险品种，建议实

施保险费财政补贴。

3.3 多元化发展蚕桑产业，确保收入来源持续稳定
因地制宜地应用和推广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提出的

“222”蚕桑高效种养模式，由单一的种桑养蚕向多元化发展

转变，即一个家庭，夫妻两人作为主要劳力，承包经营一个 20

亩的蚕桑家庭农场，实现年综合收入 20 万元以上。除了种桑

养蚕之外，还要经过多元化的经营：一是在桑园套种榨菜、土

豆、花生、豇豆等蔬菜，或者套养鸡、鸭、鹅等家禽，既能增加

收入又能一定程度地控制桑树病虫害；二是用桑枝打成粉做

成菌包，在养蚕空闲期，通过持续供应菌菇增加收入；三是与

当地的蚕桑龙头企业合作，统一包装、加工、销售蚕桑资源系

列产品，抱团发展当地蚕桑产业。

3.4 加强专业人才引进，提高机械化水平
一方面，在人才引进上，出台相应政策，引导高中生、中专

生、大专生和大学生毕业后回农村发展蚕桑产业。另一方面,

蚕桑科研院所和农业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建立“蚕桑技术顾

问”系统，为蚕桑家庭农场发展提供产销信息、养蚕技术、蚕

桑品种等方面的有效信息和服务。大规模的桑园生产，必须

要配套省力化高效养蚕技术、桑园的轻简化栽培与管理措

施。大力推广省力化蚕桑机具和技术, 桑园作业机械如微型

旋耕机、施肥器、机动喷雾器、电动伐条机、运输车等。桑园省

力化剪伐机使用方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桑树品种和栽培技

术；桑叶采摘方法的改进与机器辅助；桑叶快速清洁技术与

清洗机具；小蚕自动化饲育设备、大蚕的省力化饲育设备；自

动上蔟的蚕药与蔟具。养蚕轻简化设施如电动消毒机电动切

桑机、温湿度自动控制器、简易蚕台等。通过运用省力化机

械，切实减轻蚕农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3.5 利用龙头企业，做好社会化服务
湖南洑水河农牧生态有限公司统一租赁村民土地建设

桑园及养蚕基础设施，其中 350 亩桑园公司自用，作为技术

培训及示范用，剩下的 310 亩桑园采用“返租倒包”的方式，

返包给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蚕农管理桑园和进行规模

养蚕，公司按协议统一收购蚕茧。周边的养蚕专业合作社及

养蚕大户以“中介组织”模式发挥“规模效应”和“整合效应”，

从而带动道县蚕桑产业发展，解决产品加工销售等问题。企

业组织技术干部编印技术培训教材，并采取技术骨干划片包

干，在生产关键时节进行桑园管理、小蚕共育、蚕病防治、桑

园套种等技术培训，发放相关技术资料。

4 结语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蚕桑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道县的

蚕桑家庭农场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顺势而为，借助乡村振

兴和精准扶贫的东风，推进蚕桑产业多元化发展，蚕桑家庭

农场将会成为道县新的产业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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