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集体有钱办事，乡村振兴才有
源头活水。记者近日在重庆铜梁区
看到，一大批昔日的“空壳村”“留守
村”，如今产业兴、生态美、人气旺，村
集体的腰包鼓了起来，村民们也享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红利。

近年来，为解决村集体经济薄
弱问题，重庆铜梁探索向闲置土地、
闲置产业、已流转土地、农村电商、产
业融合、大户带散户要效益，壮大集
体经济的“六要”路径，并建立起“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农户”利
益联结模式，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2018年，铜梁区消除空壳村152
个，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项
目近500个，带动3.3万多户群众参
与其中，村社集体收入超过2000万
元，群众实现红利4770多万元。

“因地制宜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唯一路径。”铜梁区委书记唐
小平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在
推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市场经济
相结合，实现规模经营，提升农业效
益，增加农民收入。

土地“活”起来

少云镇海棠村曾是铜梁出了名
的穷村，可从去年开始，海棠村“有钱
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万元。

这钱怎么来的？荒坡地上“长”
出来的！在海棠村，漫山遍野种满了
艾蒿。“前些年，村里的年轻劳动力大
量外出，大量土地无人耕种，杂草丛
生，撂荒严重。”村党支部书记彭忠告
诉记者，2017年底，镇上引进了重庆
真艾农业有限公司发展艾草种植和
加工，村里以闲置土地入股，公司出
资金、技术、销售，经营收入按公司
51%、村集体49%的比例进行分配。

如今，海棠村已经利用闲置土地
种植了1000多亩艾草，村民们通过
土地分红、在艾草基地务工等形式实

现了增收。
土地是农村和农民最大的资源，

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潜能？“用
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盘活存量
闲置土地，并通过股份制运作机制，
实现农民增收、业主盈利和农村集体
经济壮大的‘三赢’目标。”铜梁区农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区由
村支“两委”牵头对撂荒耕地、荒山荒
坡进行全面清理，通过发动群众组建
专业合作社、股份制公司，农户以土
地直接入股，集体土地进行量化确权
入股，因地制宜发展粮经作物种植
等。2017 年以来，铜梁区已综合利
用荒山荒坡、撂荒地2万余亩。

聚焦土地增收，铜梁区还向已
流转土地要集体经济。记者了解
到，铜梁区财政每年落实不少于
3000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集体经济
发展。以农村“三变”改革为契机，
铜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
用，对已经流转土地进行股份制改
造，将政府投入增量部分转换为群
众和集体股权，构建起“公司+农
户”利益联结机制。

巴川街道玉皇村就是生动实例。
2018年，玉皇村通过“三变”改革，将
政府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作为股份投
入给禾盛园、科赛等农业公司，284户
农户出租给农业公司的863亩土地也
实现由租转股。同时，将800万元切
块资金作为集体股份入股，与企业合
作生产猕猴桃、沃柑等优质农产品，实
现销售收入1200多万元。2018年，
玉皇村产业总产值增加800万元，集
体经济累计增加18万元，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加2000元。

产业“连”起来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产业提
质增效是关键。

在铜梁区安溪镇谭洪村海拔
800米的高山上，数百亩茶树长势喜

人。“这里非常适宜茶树生长。但过
去无人打理，几百亩老茶园被荒废。”
谭洪村党支部书记王方荣说，2018
年以来，村集体利用荒废的100亩老
茶园发展集体经济，通过规范化管护
和转型改良，昔日荒废的茶园被改造
成优质鲜叶基地，还发展起茶园观光
旅游，“仅茶叶鲜叶销售，今年村集体
就实现单季增收6万多元”。

铜梁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
来，该区一方面通过村社集体对历年
来农户分散种植且低效闲置的农业
资源进行整合，与龙头企业开展股份
合作，发挥企业在技术、管理、市场等
方面的优势，提高产业附加值。另一
方面通过村集体组织发动群众组建
专业合作社，进行专业化、规范化管
理，提升产业规模。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乡
村振兴的主要路径。铜梁区以村集
体或专业合作社为主体，依托农村山
水自然资源和现有特色种植产业，发
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休闲观光、
采摘体验等，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发
展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了农业

“接二连三”融合发展，为农村集体经
济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截至 2018 年底，铜梁区新发展
集体农产品加工企业 13 家，成功打
造七彩梦园、荷和原乡、不知园等乡
村旅游品牌 10 余个。比如，西河镇
兴建村成立金蕙大米专业合作社，带
动340户发展优质大米800余亩，建
成大米加工车间1500平方米，注册
商标 4 个；土桥镇荷和原乡、六赢山
世外桃源等乡村旅游景区年接待游
客5万余人次。

市场“接”起来

铜梁南城街道黄桷门村引进28
家电商企业，打通了产品对外销售通
道；小林镇搭建起“晓霖捎客”农村电
商平台，为特色农产品打开新的销

路……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铜
梁区借力互联网，把资源优势通过电
商模式转化为经济强势、发展优势，
促进村民增收，增强村级集体经济持
续发展能力。

据了解，铜梁把打通农户与市场
的通道作为农户增收的重要关节，通
过与京东深度合作、发展农村电商、
创立“爱在龙乡”公用品牌等，把农户
分散式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结合起来，
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渠道、统一
销售策略、统一质量管控追溯，实现
小农户与大市场无缝对接，把小品种
打造成大品牌，2018 年全区农村电
子商务销售额达2亿元。

在永嘉镇和益村，中药材种植大
户王必全牵头成立了铜梁区思农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垦村里近百
亩的撂荒地，种植了蒲公英、苍术、紫
苏等中药材。“合作社免费向村民提
供药材种子和技术指导，还免费帮村
民代销药材。”王必全说，合作社已经
带 动 了 70 多 户 村 民 从 事 中 药 材
种植。

在铜梁，像和益村这样以大户带
散户发展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
案例还有很多。近年来，铜梁区通过
引入有实力的业主，成立专业协会、
专业合作社等，由大户负责统一标
准、提供技术、联系市场或协议价收
购，村集体负责信息传递、劳务组织、
仓储运输等服务，散户抓生产管理，
三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现抱团
发展。

伴随着乡村振兴美好图景的铺
展，一大批外出的铜梁乡村人才开始
回流。铜梁土桥镇六赢村依靠莲藕
种植基础，建起了荷花景区，发展乡
村旅游，每年接待游客 50 多万人
次。六赢村党支部书记吴开英说，以
荷为媒，六赢村环境美、产业旺，近两
年吸引了500多名本土人才回归，形
成了“人才回乡、信息回归、资金回
流”的良好局面。

重庆铜梁区向闲置土地、产业融合等要效益

壮大集体经济 促空壳村“脱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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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鲁
源新村的村民们正盼望着搬新家。

鲁源新村位于曲阜市东南的尼
山附近。为了配合当地尼山圣境风
景区的开发，东鲁源村和西鲁源村在
去年整体拆迁，在原址组建起了新
村。两个村原来共有788户2830名
村民，考虑到村里的发展，鲁源新村
建设了868套安置房。

走进鲁源新村，一排排风格统一
的连排院落映入眼帘。走进其中一
套安置房，这是一个建筑面积128平
方米的两层小楼，楼内有四室、两厅、
两卫，并有一个屋顶露台，目前房屋
已完成装修，下一步通电、通水后就
可入住。

尼山镇党委书记陈鹏告诉记者，
近年来，来曲阜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除了游览“三孔”（孔府、孔庙、孔林）
等传统景点外，一些游客特别想看一
看孔子出生和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尼
山镇因此迎来了文化旅游发展新机

遇。按照曲阜市的相关规划，尼山镇
紧紧抓住尼山这个关键点，发挥好圣

水湖（尼山水库）的带动作用，大力推
进尼山圣境景区建设。地处尼山脚

下的鲁源新村建设正是其中一项重
要工程。

今年 65 岁的孔庆山是鲁源新
村的一名村民。他的两个儿子即将
搬入鲁源新村安置房，他自己也将
在几年后入住新村的养老公寓。目
前，孔庆山在村里做保洁工作，每月
有600元收入。再加上养老补贴和
退役军人补贴，每月总共有1300元
的收入。

“以前俺们村穷着呢。现在国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这儿搞起文
化旅游，日子越来越好了！”说起这
些，孔庆山高兴得合不拢嘴。

从原来的山村自建住房，到统一
规划的高标准安置房，实现了改水、
改电、改暖、改气、改路、改厕，有楼有
院的鲁源村民们将开始他们的新生
活。与此同时，鲁源新村村“两委”则
在为村民积极谋划增收路径。

鲁源新村党总支书记刘承彪告
诉记者，目前村里正在探索4条村民
增收途径：一是物业管理。除了村里
的环境维护岗位，还推荐村民到尼山
圣境景区务工。二是资产经营。建
设了3300平方米的门面商铺，出租
所得归村集体所有。三是旅游服
务。探索把一些闲置的村民安置房
流转给旅游公司搞民宿。四是产业
发展。发展壮大蜜蜂园，通过蜂产品
加工助村民增收。下一步，还将组织
村民发展农业旅游采摘园。

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鲁源新村

小山村受益文化游
本报记者 马洪超

宁波海曙

唤醒山乡沉睡资源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续大治 孙 勇

重庆铜梁区土桥镇的莲藕基地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赏玩。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近日，浙江宁波海曙区章水镇
李家坑村党支部书记李红伟正忙着
带领村民修建一条山路。“这条路直
通村里的‘高山农蔬产业园’，是村
里的‘致富路’。”李红伟告诉记者，
高山农蔬产业园占地100 亩，集果
蔬采摘、休闲观光体验于一体，预计
明年年初就能对外开放，“届时每天
能接待上千人，村集体经济预计每
年收益可近百万元。”

章水镇是宁波鄞西平原通向四
明山腹地的出入门户，也是浙东革
命老区。受山多地少以及远离中心
城区等多种因素影响，大部分村集
体经济发展缓慢。镇领导班子经过
实地调研发现，单由这些村自己组
建经济合作社开展经营创收，很难
吸引有实力的工商资本。去年 9
月，包括李家坑村在内，章水镇的
20个村以镇村联建模式，在宁波市
率先成立乡村振兴公司，镇属资产
和村集体联合入股，年底进行“保底
收益+按股分红”。

单打独斗不可行，协同发展更长
远。在乡村振兴公司中，镇属资产占
51%的股份，20个村以村集体为单位
按不同资金比例入股，共占49%的股
份。为确保入股的村集体资金每笔
都花在“刀刃”上，章水镇监察办公室
不仅对乡村振兴公司的各项经营决
策进行建档立策管理，公司的每一项
重大项目部署、资金动用，还将全程
接受监察办公室的监督。

一方面，公司以市场价集中收购
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厂房、土地、山林
等，通过规划、提升和改造，把闲散、

“沉睡”资源串联成线、包装成块，打
造成优质资源包，进行市场化运营、

项目化运作；另一方面，通过科学培
育乡村业态、精选优质投资项目，实
现资源共享、效益最大化，带动村级
集体共同发展和村民增收。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项目开发
是载体，引入市场力量是关键。郑
家村是章水镇的第二大村，全村超
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浙贝母种
植。然而由于生产经营“低、散、
乱”，贝母价格从5年前的每公斤45
元一路跌至去年的13元。“无资产、
无资金，再加上经营人才缺乏，产业
发展不起来，增收致富就是一句空
话。”该村党总支书记郑宏国说。

去年 9 月，乡村振兴公司打破
行政区域限制，整合三个村分散的
土地资源，与杭州一家公司合作，募
得资金 1200 万元打造浙贝母产业
园区。“乡村振兴公司负责土地流
转、拆迁安置、基础建设等工作，整
体租赁收取固定收益；杭州的公司
以专业化经营，打造浙贝母种植、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邵将炜是当地
浙贝母协会的负责人，也是杭州运
营公司章水项目的负责人，在他看
来，乡村振兴公司介入后，通过科学
种植和及时清洗切片，重新打响了
章水浙贝母的品牌，并借由加工成
片剂提升附加值，这一优势产业的
复兴指日可待。

目前，乡村振兴公司已流转闲
置土地 400 多亩、盘活建筑 600 平
方米，引进1700余万元工商资本入
村。成立至今，已实施三个项目。
除李家坑村的“高山果蔬农业园”
外，浙贝母产业园项目和光伏发电
项目已产生效益。去年，每个村获
得公司分红5万元。

河北清河

红红山楂果 富民护生态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高云良 李 杰

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鲁源新村一角。经通水通电后，这些高标准的安置
房即将可以入住。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近年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大力发展核桃特色产业，激励农民利用荒

山、坡地和房前屋后等有效空间种植核桃。目前，全区2万多农户种植核桃
14.7万亩，核桃种植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果”。图为农民在晾晒核桃。

陈新才摄（中经视觉）

又是一年金秋到。在河北清
河县两万亩山楂基地内，一簇簇红
艳艳的山楂果迎风摇曳，透出丰收
的喜悦。

“今年山楂价格比去年翻了一
番，一亩山楂能卖五六千元。我和
老伴种了15亩，今年能卖八九万元
呢。”在山楂基地马屯乡陈村山楂
园里，果农陈书强说。

“这个叫‘大棉球’，是山楂的
早熟品种，吃起来口感绵软，又沙
又甜，是市场上的紧俏货。”马屯山
楂合作社理事长高俊英摘下一颗
又大又红的山楂。“‘大棉球’现在
成熟上市，一天出货100多吨。不
用出村就能把山楂卖到全国各
地。”高俊英介绍，清河已连续举办
四届山楂采摘节，有了不小的知名
度，不少客商通过网上订货，还吸
引许多批发商前来基地采购。

马屯乡 13 个村庄地处黄河故
道，过去是出了名的穷沙窝，有2万
多亩沙荒地，沙丘连绵，只长茅草
不长粮。每逢春天大风肆虐，处在
沙丘“上风头”的麦田能被狂风吹
得露出麦根，而处在“下风头”的麦
苗儿则全被黄沙掩埋。麦收时节，
一亩地只收几十斤麦子是常有的
事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请
来专家“把脉”，植起了防风林带，
搞起了山楂树种植。这一持续至

今的绿化工程，以平均每年 1000
亩的速度推进，植就了一条长 5 公
里、宽100米的防风林带，先后栽种
适宜沙地生长的优良品种山楂树
110 多万棵，建起了全国闻名的无
公害山楂基地。如今，已有 1.2 万
亩进入盛果期，马屯 13 个村的 1.3
万多名村民仅卖山楂一项，人均年
收入就达5000多元。

近年来，当地又成立了山楂合
作社带领社员抱团闯市场，做起了

“山楂增值”的文章。高俊英说，合
作社先后投资200多万元上马了洗
果机、真空包装机、切片机以及制
作果脯的蒸煮设备等，还建起了
500立方米的冷库，发展山楂干、山
楂果脯、山楂果酱。“我们还和承德
一家酒厂合作生产山楂酒、山楂饮
料。合作社在县城开设的山楂产
品门店，顾客络绎不绝。去年，仅
山楂深加工产品销售额就达600多
万元。”

现在，马屯山楂小镇不仅卖山
楂产品，还“卖”起了风景。清河县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依托2万亩山楂
林，相继对岳庄、茶店、尹才庄、梨杭
等7个村进行改造，实现一村一景。
每年5月的山楂花节，9月的山楂采
摘节，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花、
采摘，仅乡村旅游一项，每年可为村
民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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