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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雾气仍在山间弥漫，浙江
省台州市公盂村已从睡梦中醒来。
晨雾飘渺间，这个绿水青山环绕的小
村庄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众多前来
观日出的游客。

公盂村现在成了台州市最美乡
村之一。不过时间再往前推五六年，
公盂村完全不是现在这般模样。公盂
村坐落于田市镇南部，三面环山，那
时只有一条山路与外界相通，村民们
祖祖辈辈守着青山绿水却过着紧巴
巴的日子。怎样才能让村民致富？随
着当地“强基惠民村村帮”工程的实
施，台州市税务部门被确定为公盂村
的结对帮扶单位。台州市税务部门首
先想到了发展旅游经济。税务局的帮
扶 团 说 服 村 里 以“ 回 字 形 百 年 民
居”为核心，在背靠山峁的斜坡上整
出一垄垄S形油菜地让村民认种。油
菜花开的日子，帮扶团又带来了市里
县里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把公盂村
的美景拍摄下来、宣传出去。渐渐地，

偏远的公盂村开始在网上走红，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驴友慕名而来。3年时
间不到，小村子办起了17家农家乐，
村民年收入至少增加10倍。

据台州市税务局负责人介绍，帮
扶团致力于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目标，以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农业
产业发展、帮助农村脱贫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一方面，帮扶团精准帮扶
公盂村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乡村旅游
和民宿经济，并积极争取各方资金，
用于乡村旅游开发与基础建设。另一
方面，针对农民在发展绿色产业过程
中遇到的发票开具、优惠办理、纳税
申报等涉税问题提供精准服务和绿
色通道，确保致富路上前程无忧。

如今，被游客誉为“华东最后的
香格里拉”的公盂村已声名远播，村
民们也尝到了休闲观光农业、民宿经
济的甜头，去年，村民们因为发展绿
色产业户均增收 3200 元，既守住了
绿水青山，也收获了金山银山。

浙江台州

“村村帮”让乡村变了样
本报记者 彭 江

福建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普
遍存在集体经济落后、村级财政匮
乏，严重制约着乡村的发展。三明
市驻村干部总队在实践中总结摸索
出了“党组织引领、跨乡联建、多村
捆绑、公司化运营、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工作模式，既实现了产业
兴旺，又促进了村级财政增收，为乡
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扎根农村，探寻发展症结

林畲乡林畲村位于三明市清流
县东北部，全村下辖卫东、塘堀、邱
坊、星光、麦元、大厝 6个村民小组，
常住人口约 600 人。村民收入主要
来源为种植淮山、烤烟、花卉、苗木、
红心地瓜以及外出打工等，2017 年
人均纯收入1.2万元，但村集体收入
仅3.1万多元，包括农田基础设施管
护费 2 万元、烟草回款 7000 元、林
地使用费4000元。

村党支部书记邱祺才告诉记
者，过去村里的土地全部包产到户，
村级财政几乎没有收入来源，村里
需要的各项资金完全依赖上级拨
款。捉襟见肘的集体收入导致资金
的严重缺乏，产业发展一片空白，贫
困落后的面貌始终难以改变。

驻村第一书记的到来，给林畲
村带来巨大变化。几年来，村里的
路修好了，红军纪念广场建起来了，
一处原本杂乱的牛棚被改造成了街
边公园。更重要的是，2017 年，前
任驻村第一书记争取到一处 30kW
的光伏发电项目，村集体有望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收入。

“驻村书记最大的特点是会‘讨
钱’。”在 78 岁的老党员温秀华看
来，驻村书记资源多、人脉广、思路
开阔，林燕玲书记到林畲村还不到

一年，就“讨”来了将近 200 万元，
基础设施大幅改善，村里面貌焕然
一新。

林燕玲是 2018 年入驻林畲村
的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原是省档案
局的主任科员。到任之后，他先是
跑遍了全村 260 多户人家，了解各
家存在的困难和需求，有针对性地
一一加以解决。

通过半年多走访调研，林燕玲
了解到，林畲村村民不太富裕但总
体生活无忧，集体经济的缺失和收
入的匮乏是林畲村发展振兴的最大
障碍。由于村集体没有造血能力，
只能依靠上级拨款和社会资助，很
多建设事业只能纸上谈兵。要解决
这一问题，只能发展集体产业，增加
村集体收入。发展什么产业呢？林
燕玲的目光投向了林畲村丰富的旅
游资源。

林畲村所在的林畲乡交通四通
八达，生态环境优美，更有包括毛泽东
旧居在内的红色文化遗址群、中华
文化桂花园、苏福茶业生态茶园、石
下村仙女峰、知青农庄采摘园等丰
富的旅游资源。同时，还拥有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市级
首批研学示范基地、集“医康养”和
乡村干部培训功能为一体的乡镇绿
色发展学院等，具备良好的旅游发
展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到林畲乡旅
游参观的游客有5万余人次，其中包
括前来研学旅行的学生，前来接受红
色文化、廉政文化教育的群体、自驾
游群体，以后还将有前来进行“医康
养”项目的老年群体等，这意味着林
畲乡的旅游产业将会逐渐壮大。

“林畲乡旅游业发展条件逐步
成熟，但全乡仅有 20多个普通标准
民宿床位，无法满足与日俱增的游

客住宿需求，更无法留住游客，极大
限制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林燕玲举
例说，三明学院“医康养”项目缺乏
适合的居住环境，市研学示范基地
建设也缺乏有力支撑，到林畲开展
红色教育和农事体验的游客苦于没
有合适的住宿环境，大多流向明溪
县城区，当地迫切需要发展民宿来
解决游客住宿问题。

多村捆绑，破解资金难题

至此，林燕玲找到了发展集体
经济的切入点，即以“提供住宿”为
突破口，打造集体产业，增加村集体
收入。同时可利用林畲村独特的红
色文化创造价值，并带动生态农业、
旅游观光项目。

钱从哪里来，成了摆在林燕玲
面前的一大难题。根据规划，项目
建设需要将近 500 万元，但是他只
有省里拨付的 20 万元和县里配套
的20万元，可谓杯水车薪。

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解决方
案，思路就是三明市驻村干部总队
探索出来的“党组织引领、跨乡联
建、多村捆绑、公司化运营、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模式。省派三明

（省市县）驻村干部总领队张志坚表
示，这一模式要求驻村第一书记们
立足村情、找准定位、因地制宜、群
策群力，大力发展产业，以产业发展
促进农户脱贫致富、村集体增收。

具体如何运作？林燕玲介绍，
党组织引领就是由全县驻村第一书
记牵头，跨乡联建就是整合各个乡
镇的力量，多村捆绑就是将第一书
记所在的行政村捆绑在一起，公司
化运营就是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的股份制公司，每个村都是股东。
在这一思路指引下，三明市省、市、

县第五批派驻清流县 31 个贫困村
中的 12 个第一书记所在村联合起
来作为业主，整合投入扶贫帮扶资
金 240 万元，再由清流县政府扶贫
资 金 配 套 240 万 元 ，共 计 480 万
元。资金问题迎刃而解。

“一个项目解决的将是 12 个村
的产业发展和村集体增收问题，项
目建成后，每个村每年有望增加 10
万元左右的村集体收入。”张志坚
说：“我们整合了清流县多个贫困村
扶贫资金，集体投入、集中经营、集
中管理，将实现村财政共同增收，带
动林畲乡贫困户就业创业，推动当
地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聚少成多，形成振兴合力

三明驻村干部总队的创新实践
表明，“跨乡联建、多村捆绑”很好地
破解了农村产业发展瓶颈，使基础
薄弱的贫困村具备了产业发展的能
力，开辟了村集体长期稳定增收的
新渠道。

凝聚产生力量，自 2014年这一
模式提出以来，三明市现已有泰宁、
清流、沙县、大田、尤溪、明溪、三元、
宁化、永安等县（市区）在推进“多村
捆绑”项目。

“金湖牧歌”项目是福建省派三
明（省市县）驻村干部总队 2014 年
发起，资金来源为泰宁县 7 个贫困
村各出资 20 万元（合计 140 万元），
泰宁县委、县政府配套 140万元，福
建省农科院专项资金 100 万元，省
农业厅专项补贴 60万元，张志坚帮
助申报财政、旅游、水利等项目资金
150 万元以及朱口镇的基础设施投
入。

运作模式上，朱口村、音山村等
7 个贫困村共同成立泰宁春风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业主建
成一栋单体面积 15 亩的全智能温
控大棚及附属设施。将全智能温控
大棚及附属设施作为资产托管给福
建金湖牧歌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开发经营，由福建省农科院提
供技术支持。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全智能温室大棚、农业科普教学馆、
VR生态餐厅、四季采摘园等多个子
项目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目前，清流县已完成“多村捆
绑”资金筹集、项目地确定，清流县
政府计划2019年5月1日项目建成
试营业。沙县、大田、尤溪初步确定
了项目地，正在进行有关土地、地面
物的协调工作。明溪、三元、宁化、
永安等地正在选址中。梅列、建宁、
将乐等地也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

说起从省城来到农村，每天和
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吃苦受累
倒不怕，就怕做不出成绩，3 年时间
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更应该齐心协
力、只争朝夕。找到合适的工作方
法，为乡村振兴做一些实事，无愧于
青春、无愧于事业，也就不枉驻村一
场了”。林燕玲说。

福建三明驻村干部总队推进跨乡联建

“拧成一股绳”帮村集体增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在福建，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普遍存在着集体经济落后、村级财政匮乏的问题，严

重制约着乡村的发展。为此，三明市驻村干部总队摸索出了“党组织引领、跨乡联建、多村

捆绑、公司化运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工作模式，促进了村集体增收，也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林畲乡林畲村驻村第一书记林燕玲（中）在村民家调研。 薛志伟摄

走进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吴圩
镇高埂村，只见二层小楼排排林立，
房前屋后的院子里，家家户户种上了
花草。新铺的柏油路平坦通畅，路
边，香樟树卓然挺立，绿叶婆娑。

高埂村的新貌，得益于定远县美
丽乡村建设。近年来，定远县从村容
村貌、兴业富民、民生法治等方面入
手，努力留住乡土味道、展示新村
风貌。

“厕所革命”“垃圾革命”“污水革
命”陆续在定远开展。全县集中财
力，配备 99 辆垃圾收集转运车和高
压清洗车、1872 辆电瓶保洁车、1.8
万多个垃圾桶和 1872 名保洁人员，
维修吨级垃圾中转站 22 座，实现了
集镇建成区、行政村、自然村组全覆
盖。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成效初显。

一些破旧不堪的村落，呈现出整
洁美丽的新气象。池河镇岱山村是
个传统村庄，进村看，翠竹掩映，溪水
环绕，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小青瓦上，
雕镂精湛，小桥和依水而建的古色古
香的民居令人仿佛置身水墨画中。
当地村民说，如今村里交通方便了，
水电气也都通到了家里，农民过上了
城里人的生活。

环境美了，更要注重内在“气
质”。为了让村民安居乐业，有钱挣、
有钱花，定远县多方入手，加快土地
流转、建立合作社、加强产业培育，让
农民尽快富起来。

在高埂村，多个合作社成立，土
地被整理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农
民种上了水蜜桃、景观苗木、葡萄和
蔬菜等，发展起现代农业。同时，村
里注重保护好老民居这一重要人文
资源，培育乡村旅游业。

以往只知道埋头种地的村民，挣
钱路子多了，收入明显提高了。有的
村民跟着农业专业合作社搞订单农
业；有的村民一边收着土地流转费，
一边在流转土地上的企业打工，多得
一份工资；还有的村民借助乡村旅游
开起农家乐等。去年高埂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近万元，生活越来越好。

与高埂村一样，在定远县不少乡
村，大棚蔬菜、景观苗木、水蜜桃、草
莓、葡萄等多种特色产业正在兴起，

并运用“互联网+”打开销路，越来越
多人品尝到定远的瓜果蔬菜，越来越
多定远村民变为“多金农民”。

美丽乡村建设，既包括产业的发
展，也包括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步提
高，为此，定远县下大力气推进医疗
等民生建设，成为安徽省首批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试点县。

在具体实践中，定远组建农村三
级医疗服务共同体，实行“1+1+1”分
工协作模式：县级医院负责培训家庭
医生、远程会诊、向上转诊和疑难杂
症治疗，乡镇卫生院负责重点体检项
目、一般疾病诊疗，村医负责上门访
视、健康指导、转诊预约和常见病初
诊，共同提供家庭化、亲情化服务。

今年55岁的池河镇高刘村村民
宗传金已连续 3 年在村卫生室签约
家庭医生服务。宗传金说，高刘村卫
生室有5名村医，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2名、乡村医生3名。签约后，每年医
生到家检查身体五六次，定期量血
压、查血糖，服务相当好。“孩子们都
在外地，我身体不好，几乎全靠家门
口的村医照顾。”宗传金说。

定远县委书记万瑞健说，截至今
年 9 月底，定远投入资金 800 多万
元，为 11 万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免费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约
45万人次免费享受家庭医生履约服
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还推动
了县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基层
就诊率明显提高。统计显示，2017
年，定远县村卫生室门诊量 60 万人
次，同比增加7.5%。

除了民生建设，法治文明建设也
是定远县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一
环。当地干部说，农村村务复杂，有
诸多纠纷，但苦于缺少懂法的人，常
常闹得鸡犬不宁。为实现“法律进
村”的专业化和常态化，定远设置村
居法律顾问，为村民提供法律意见建
议、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开展
法制宣传、参与人民调解等，最大限
度满足村民的法律服务需求，引领基
层社会治理走向法治轨道。如今，村
民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法
律服务，信法、守法在定远乡村得到
普遍遵循。

安徽定远

把日子过出“美丽的味道”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弘扬传统文化 引领文明乡风

11月20日，山东济宁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的儿童在表演根据《论语》故

事编排的小节目。近年来，曲阜市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推进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 张 彪摄

“高粱浑身都是宝，果粒可以酿
酒，酒糟可做鸡鸭等养殖饲料，秸秆
可以加工成牛饲料。我不仅自己
种 ，还 以 土 地 入 股 ，这 样 更 踏 实
了。”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尚贤乡秧
塘村村民刘贱苟今年种了 6 亩高
粱，还有5亩土地在合作社入股。

尚贤乡是高粱种植专业村，近
年来，该乡以农产品加工形式延伸

产业链。秧塘村党支部书记刘秋生
介绍，全乡成立了 6 个高粱专业合
作社，农户参与的积极性高涨。如
今，全乡已发展规模种植户 50 余
家，散户种植约 300 户。每到出酒
季节，周边人员纷纷前来购置。刘
秋生算了一笔账：“平均一个家庭酿
酒 7 瓮，按每斤 7 元计算，仅高粱酒
一项就为每户增收3500元以上。”

如果说农产品加工横跨一二产
业，那么乡村旅游就是一三产业联
动。青石板铺就的小道两旁，是一
棵棵高大的樟树、枫香树，沿着小道

前行，樟树林、赏荷游园、钓鱼台等8
个景点串点成线，一栋栋庐陵风格
的房屋镶嵌其中。金滩镇落虎岭千
亩莲虾共作基地负责人汪贵全说，
自打造农旅结合精品点以来，乡村
游已成为全村主要收入来源。

落虎岭村拥有优美的自然生
态，林地、水塘等资源丰富。去年以
来，按照省4A级乡村旅游示范点的
标准建设落虎岭精品乡村。同时流
转 1000 亩耕地，打造千亩“莲虾共
作”基地。为了充分挖掘村庄特色，
全面彰显村庄底蕴，该村派遣专人

搜集整理村庄历史文化资源，并建
设村史馆。一系列农旅休闲项目，
既美了村庄，又富了村民。

近年来，吉水县立足资源优势，
构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
合为纽带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
更多分享增值收益。“搬进了新房，
加入农产合作社，年底还有分红”

“以土地入股，年底每亩分红 2000
元”，在当地农村走访，记者发现村
民们都欣喜于农村产业融合给生活
带来的变化。

江西吉水

三产融合激发土地活力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聂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