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把系统内部的声音传出去

2005 年以后，陈新良开始意识到土地零

散的弊端，近年来，这些弊端越发凸显。 老陈

说：“我下一步的打算是， 把这些调查的材料

整理成书面文字，通过有关渠道反映上去。 ”

陈新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他说，“反

映这个事， 主要是为了引起国家顶层设计人

员的注意，就像是一台机器，它运行了很久，

现在系统出现了问题， 但是这种问题不为外

人所知，或者说没有引起外人的注意，而我作

为这个系统的一分子， 应该把系统发出的报

警声传出去，引起修理者的注意，这样才能够

保持机器继续正常运行。

他说，我国的土地资源是非常贫乏的，虽

然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连续 8 年增产，

但是面临的粮食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如果能

够解决农村土地过于零散的问题， 我国的粮

食生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丰收。

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个数据， 按他家的

情况，如果把所有分得的地块合并成两块，除

了能实现 10%左右的节能减排外， 每亩地可

以增产 50 斤至 100 斤， 乔村 3 个组 1000 多

亩地就能至少增产 5万斤。

他在自己的本子上，认真地记录着：新型

农民应具备的思维能力， 要有思想、 有想法

……

陈新良愿意做一个新型农民， 在生活中

思考农业的变迁，思考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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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老陈的规划，他的调查是一项比较庞大的工程，他要把

安阳、新乡和鹤壁境内的农田零散状况做一个详细的调查，调查

农田零散问题给农业带来的弊端， 同时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

的关注，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2 月 15 日下午， 记者来到屯子镇乔

村，陈新良刚刚从地里回到家中，满头白

发的他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中气十足。“马

上该浇地了， 我去地里把垄理顺一下，防

止浇地的时候跑水。 ”陈新良说。

他的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儿子和儿

媳妇去天津一家生产电动车的公司打工

了，他和老伴在家里种地，兼照顾 8岁的孙

子。 陈新良家分了 9 亩地，还承包了别人

家的 3亩地，一共种了 12亩地。农闲时，他

到城里打工；农忙时，他便开着自家的收

割机给村里人收庄稼赚钱。

陈新良告诉记者，他只有初中文化程

度，一直爱听《中国之声》，关心国家大事。

“中国女排勇夺三连冠的时候， 我就开始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了，我要是不

听收音机，不了解国家最新的政策方针，我

这心里就不豁亮。 到现在我用坏了八九个

收音机了。 ”陈新良说。

陈新良以前听过的收音机， 现在都很

破旧了，上面落满了灰尘。他的老伴王春梅

告诉记者：“他脾气犟，他要做什么事，一般

都能办成。 他是驴脾气，他要是发火了，我

也好，儿子也好，都得听他的。 ”

“那是我有理，我做什么事都是有理有

据， 要是我们俩吵架了， 她娘家的亲戚来

了，我把道理一条一条地列出来，她搬的救

兵就都站到我这边了。 什么事都不是凭空

说的，都得有事实依据。 ”陈新良笑着说。

对于他操心的土地零散这个问题，王

春梅说：“我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觉得这事

儿不是他能够说清楚的。 ”

“土地问题是国家的大事，我作为农

民，确实感受到了农田分散、零碎给农业

发展带来的制约，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做点

儿工作，无论结果咋样，希望大家能认识

到这种现象。 ”谈到做这项调查的初衷，快

60岁的陈新良这样说。

陈新良的这项调查始于 2011 年冬

季。 那时，他对汤阴县的五陵镇、宜沟镇、

瓦岗乡、伏道乡 4 个乡（镇）进行了走访调

查。 今年，由于天气太冷，他患有骨质增

生，腿疼无法出门，这项调查暂时告一个

段落。

2 月 11 日是星期六，天气晴朗，陈新

良感觉腿好多了。 于是，记者与老陈约好，

跟他一起到浚县白寺乡的几个村进行调

查走访。

当天，他骑了一辆摩托车，穿了件厚

厚的军大衣，戴着厚厚的皮手套，但摩托

车一开，风还是很大。

“你图什么呢，年纪这么大了，不在家

享清福？ ”记者问。“其实我也知道，作为一

个老农民，操这份儿心，别人肯定都以为我

是没事儿找事儿， 但是很多事都需要有人

做。 ”陈新良说。

对于当天的行程， 老陈非常熟悉，“我

在这一带收家兔收了十几年。 ”老陈说。

当天的第一站是民卢庄村， 看到村口

有几个老年人在晒太阳，老陈便停下了车，

上前跟他们攀谈， 听他们介绍村里的土地

情况。

这三个问题是他最常问到的： 家里几

亩地？分为几块地？你认为土地零散有什么

弊端？ 每次他都会掏出纸和笔，十分认真地

将调查的内容写到本子上。

随后，记者跟他又到东和营村、西胡营

村、郭村、大郭村等村进行走访。 调查过程

中，赞同老陈这种行为的人很多，他们积极

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给他泼冷水的农民也

不少，大家都觉得这事不好解决，操这心干

啥，但是老陈热情不减，他坚信自己的调查

是有意义的。下午，他独自去白寺乡的其他

村庄走访。

土地分散

对粮食增产的制约

陈新良调查后总结：农村土地分

散、零碎的问题比较严重，有的两三

亩一块，有的七八分地一块，很多农

户只有四五亩地， 却被分为七八块，

很多地块还不到一亩。

土地零散对于农业发展的制约，

陈新良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现在的田地多是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时调整的， 比如乔村是

1992 年分的地，那时候，农业机械化

程度非常低，土地零散对生产力的制

约不明显。如今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

了，地块太小，耕作设备进不去，影响

农业生产。

第二，土地零散不能有效利用水

利条件， 现在浇一块地要等很长时

间， 经常导致好不容易轮到浇地了，

却错过了浇地的最佳时机。而且由于

很多地块小， 农民嫌麻烦干脆不浇

了。 土地零散还造成了浪费。

第三，未来的土地发展趋势是土

地流转， 土地零散不利于土地流转。

现在在乔村， 租一亩地要 300 块钱，

如果说每家的土地都合并成一块或

者两块，一块地五六亩，那土地的租

金肯定会上涨，每亩地 500 块都有人

租，对于租地的人和出租土地的人来

说是双赢。我国出现农产品价格波动

大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业

不成规模，农民合作意识不强。

第四，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组织

化、集约化发展。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 要将农业科技放到更突出

的位置上，要依靠科技发展农业，但

是土地零散制约着农业集约化发

展。 现在的发展思路是农业现代化，

但不走组织化的路， 农业现代化是

难以实现的。

不听《中国之声》心里就不豁亮

自发调查土地零散问题

陈新良

陈新良希望农业能够取得更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