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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村联营

﹄
值得关注

拓兆兵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是改变“空壳村”窘境、盘活

闲置资源、带动农民增收和

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有效途

径之一。近年来，西部地区

村集体经济组织蓬勃发展，

形成了集体创新创业的火热

局面。这其中，“跨村联营”

方式受到关注。

“跨村联营”是指两个或

者几个行政村联合起来，通

过成立专业合作社共同发展

经营某项或多项产业，按约

定比例进行利润分成并共担

风险。长期以来，行政村发

展 运 行 基 本 上 都 是 各 自 为

政，“跨村联营”打破了行政

分割，实现了抱团发展，无疑

是“聚拢五指、攥紧拳头”之

举，对壮大村集体经济非常

有益。

集中力量搞生产。在城

市化进程中，不少村子尤其

是偏远地区村子的青壮年劳

动力大量外出，有的单个家

庭因缺乏劳动力而难以正常

进行劳动生产，有些养殖大

棚被闲置，由此也造成村民

收入相应减少。如果几个村子抱团发展村集体经

济，情况就会不一样。一可通过整合劳动力资源

壮大生产队伍，并通过加强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弥

补青壮年劳动力的不足，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

二可通过整合土地、工具、原料等，避免资产闲置，

还可实现优势互补和集约发展。

扩大规模增效益。一般而言，村集体经济强

调适度规模，但适度规模经营必须拥有相应土地

资源，才能有较好的效益。在一些土地较多的地

区，为了形成规模效益，提高农民收入，几个村子

联合起来流转土地由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有利

于形成合力，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和优化配置，降

低生产交易成本，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

规模经营走向成熟。这样做，不但让农户更多地

依靠土地获得财产性收益，同时，也带动其作为农

业从业者参与到土地规模经营中来。

从相关实践看，“跨村联营”取得了较好效

果。如宁夏固原市，因为地处山区，青壮年劳动力

少、地也少，一些行政村通过“跨村联营”解决了劳

动力缺乏问题，实现了村子正常生产，增加了农民

收入。如宁夏中宁县，因为土地较多、交通便利，

采取了规模化联营，新堡镇的 10 个行政村“跨村

联营”，共同建设集采摘、垂钓、休闲为一体的现代

旅游观光农业示范基地，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和村民收入双提升。

在农村，集体土地承担着农村社会及集体成

员的社会保障功能，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合规土地

流转，并参与到农业社会化组织中获取经营收

入，这些收入一般数额不会太大，但作用不容小

觑。因此，各地应加强统筹协调，通过“跨村联营”

等方式改变一些村子“小而散”和单打独斗的局

面，善用、活用土地等资源，促进村集体经济壮大，

合力推动乡村振兴。

在海尔中德智慧园区，柔性生产线从大规模

生产到大规模定制；在绿色硅谷科技园，智能温

室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事“一键式”管理⋯⋯

数字经济扎根生长、连成一片，青岛西海岸新区

正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头连着巨额投资，一

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应用大市场，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青岛西海岸新区坚持新基础设

施先行，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我们聚焦三大数字新基建：一是推进 5G

基站建设，加快城市千兆光纤网络和 5G 网络

‘双千兆’建设；二是构建行业级别标识解析应

用平台，促进企业间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易；三是

推进数据中心建设，发挥区位优势推进数据中

心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青岛西海岸新

区工信局局长谢龙目说。

据介绍，截至今年 11月底，全区累计建设 5G

基站 5444 处，实现了 5G 信号在重点区域和城区

主要道路连续覆盖，5G 基站建设数量和 5G 信息

覆盖范围走在全市前列，数字基建的建设加速了

产业数字化进程。近日，全球首个 5G+智能制造

全连接工业园区——海尔中德智慧园区正式建

成运营。走进园区里的滚筒互联工厂，记者看

到，机器人的机械臂可自动抓取后背板上料，并

自动完成螺丝锁付，实现复杂工艺的装配。

“以前，这样的工作需要员工手拿 2 公斤气

枪，每班打 1 万颗螺丝，重体力导致的疲劳造成

气枪无法控制扭力，产品质量一致性得不到保

障 。”海 尔 滚 筒 互 联 工 厂 总 经 理 王 自 强 表 示 ，

5G+协作机器人模式应用后，不仅节省了人力

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作业效率也提高了 28%。

产业数字化不仅大大提高了制造业生产效

率，而且为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力。据了解，青

岛西海岸新区目前已推动实施 300 余个智能化

改造项目，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 4 个、智能工厂

13 个、数字化车间和自动化生产线 81 个。

产业数字化也从制造业逐渐渗透到农业与

服务业。在青岛绿色硅谷科技园的智能温室，

操作环节全部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通过温室

蔬菜生产智能化、管理数据化、经营信息化，实

现成本减少 20%、产量增加 20%。

与此同时，青岛西海岸新区还大力支持发

展数字化产业，强壮数字经济之“筋骨”。

只有 U 盘大小的磁光开关，凝聚了浦芮斯

光电“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人们很难想象这个

不起眼的小元器件，竟能跟随嫦娥五号遨游太

空。“我们的磁光开关切换寿命超 1000 亿次，是

高端应用领域当然之选。”青岛浦芮斯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强说，这一全球领先的自主

核心技术来自公司多年的技术积累。

智慧交通增强执法精度、保障人车通行安

全；智慧社区让智慧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青岛以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助力下，这些智

慧场景正得以实现。以萨技术强大的智慧平

台，实现了数据从“看得见”到“看得懂”的转

变。“我们有两大独创核心技术，一是 AI 视频图

像全息融合一体化识别算法，二是‘雷霆’实时

高速分析数据库。”青岛以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姚巍说。

坚持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主线，青岛

西海岸新区数字核心产业不断实现突破。今年 1

月份至 10月份，青岛西海岸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实现营业收入436.7亿元，同比增长20.7%，其中

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完成营业收入39.7亿元，同比增长68.7%。

“今后，新区将聚焦人才培养、载体建设、场

景创新、平台服务等重点领域，厚植数字经济发

展沃土，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谢龙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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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串联赣南粤北加速发展的振兴

之路。

这是一条助力老区湾区融合发展的腾飞

之路。

12 月 10 日 9 时，G2197 次和 G4640 次高铁

动车分别从赣州西站和深圳北站开出，标志着

历时近 5 年建设的赣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自此，江西赣南老区新添一条向海图强的

南下大通道，而广东省由此实现市市通高铁，

全域步入“3 小时经济生活圈”，湾区城市群也

与中部有了更加紧密的融通通道。

助“双区联动”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南北大通

道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赣深高铁北接已

通车运营的京港高铁昌赣段，南连既有的广深

港高铁和杭深高铁，形成华中地区连通粤港澳

大湾区的快速客运通道。赣深高铁的开通，对

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加速江西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发挥赣南地区“后花园”“菜园子”作用，促

进“湾区+老区”的“双区联动”，带动沿线经济

社会发展，进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江西的“南大门”、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重要节点的赣州市，随着赣深高铁建设，与

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对接步伐不断加快。赣

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剑飞介绍，近年来，

赣州建设配套大湾区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等产业的重要基地，引进了一批大湾区知名制

造企业；与华为共建云计算数据中心，加入大

湾区科技协同创新联盟；打造大湾区“后花园”

和优质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开通广州、深圳

至赣州旅游直通车，入选大湾区“菜篮子”生产

基地 32 个，占江西的 97%。

“赣深高铁带来的不仅是赣深两地距离的

拉近，还是沿线赣州、河源、惠州、东莞、深圳的

互联互通、携手并进。”惠州市委党校科研部主

任黄忠平认为，赣深高铁开通将大幅缩短沿线

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人员、物流和信息可以

在更大范围内更快、更方便地流动，人才、资金

和技术要素得以优化配置，生产、消费得到更

好匹配，促进各地互动互补互利，深化深港研

发创新—莞惠先进制造—河源和赣州传统制

造的区域分工，提高生产率。

老 区 拥 抱 大 湾 区老 区 拥 抱 大 湾 区
——写在赣深高铁开通运营之际写在赣深高铁开通运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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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起新生活

“ 远 远 的 天 边 飘 来 了 彩

带，满山的油茶花灿烂如海；寄托

着红土地上深深的情，承载着大湾区

里浓浓的爱；啊，赣深山水手牵手；山清水

秀，高铁新时代。”12 月 10 日，在定南南站的站

前广场，来自赣州作协的作家何舒平放声高歌，

唱出了赣南人民对高铁开通的喜悦心情。他

说，赣南老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本就人缘相亲、地

缘相近、产业相通，随着赣深高铁一路飞驰向

南，老区与特区路变“短”、心更近了。

“巨龙”奔行如风，将赣深高铁沿线各站连

珠成串，也串起沿线居民的幸福新生活。

“现在广州到河源虽有火车经过，但是慢

车，还要再转车到和平县，与坐大巴差不多时

间，要 4 个多小时。赣深高铁开通后，不但可以

直达，而且从深圳北到和平北，最快只要 63 分

钟，无论是我回家探亲还是父母来广州，都更方

便了。”广铁集团广九客运段助理工程师黄伟

伟说。

“赣深高铁一通，拎包说走就走。”踏上赣深

高铁始发车的赣州市信丰县小伙儿刘山河开心

地告诉记者，在深圳工作的他一到节假日就特

别纠结：回家，高速公路堵得厉害；不回家，又抵

不住对妻儿的想念。如今，高铁的开通给了他

在外打拼的安心。

“我们的游客大多数是来自广州、深圳，以

前大家觉得开车来龙南有点远，现在 1 个小时

高铁直达。”在龙南市经营“栖一树民宿”的钟先

生看来，赣深高铁通车，更多大湾区游客将走进

龙南，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连日来，赣州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

摘脐橙。随着赣深高铁通车，信丰县小江镇罗

结村党支部书记陈林光也在信心满满地谋划美

好未来。“县里谋划了多条旅游精品路线，小江

镇也在其中。”陈林光介绍，他们准备联合隔壁

的新店村，以 3000 亩脐橙果园为依托，以当地

特有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为基础，打造精品生

态旅游路线。

融湾再启航

在赣深高铁沿线，一个个围绕车站的新区、

新规划建设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一座座全新的

高铁城市拔地而起。高铁将城市与城市、站与

站的个体连接成整体，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强

有力支撑。

在赣州市，思维理念、开放平台、重点产业、

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全力“接南”，努力和大湾

区接轨。不仅与广州、深圳、东莞、中山、韶关、

惠州、河源、梅州等地签订了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合作协议，促进产业链要素跨省流动，还出

台“人才新政 30 条”“补充措施 18 条”以及 20 多

项人才配套措施，请进更多湾区人才。在河源

市，依托万绿湖、东江画廊、霍山等自然风光，以

及苏家围、南园古村、林寨古村等客家民俗风

情，加快布局旅游全产业链，成为赣深沿线的一

道美丽风景线。惠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以交通一体化为先导，加强与深圳全方位对接，

深度融入深圳都市圈，加快深莞惠一体化，促进

大湾区协同共兴。

“随着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不断

深入以及赣深高铁开通，我们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副总经理伦宗飞告诉记者，因为看好深圳新能

源产业发展势头，今年，凯马汽车已经开始尝试

投产新能源汽车，规划年产 10 万辆燃油载货汽

车、新能源商用车。

风驰电掣的“中国速度”，正为赣粤两地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1212 月月 1010 日日，，京港高铁赣州至深圳段开通运营京港高铁赣州至深圳段开通运营，，深圳北站开往南昌深圳北站开往南昌

西站的首班列车从深圳北站出发西站的首班列车从深圳北站出发。。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毛思倩摄摄

12 月 10 日，深圳北站开往南昌西站的

首班列车上，乘务员展示车上售卖的江西

特产。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海尔滚筒互联工厂智能化机器人正

在作业。 兰美娜摄

青岛西海岸新区努力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

厚植数字经济发展沃土
本报记者 刘 成

12 月 10 日，旅客在赣州西站合影，迎接赣深高铁开通。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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