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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地 制 宜 发 展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来自云南省保山市的调查

本报记者 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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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云南省保山市地处我国西南边境，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一度比较薄弱，2011 年底，没有集体经

济收入的空壳村（社区）占到 66.7%。近年来，保

山市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推动实现共

同富裕的有效载体，通过全面消除空壳村，持续

壮大一批薄弱村，巩固提升一批富裕村，培养一

批经济强村，农村集体经济取得长足发展。

党建引领聚合力

秋日的保山市施甸县酒房乡后寨村，漫山遍

野都是青绿，农户们在一片片桑园中忙碌不停。

后寨村位于酒房乡西南角，是一个典型的冷

凉山区村寨，村民以外出务工和传统种植为主，

村级集体经济过去十分薄弱。为带领村民致富，

村党总支经过分析，决定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和

适宜的气候环境，将种桑养蚕作为后寨村的绿色

生态支柱产业。

“养蚕需要一定技术，还有一定风险。村里

留守老人现象突出，为确保产业能健康持续发

展，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党组织实施领办专业合

作社，通过总支带支部、支部带党员、党员带领群

众干在实处。”后寨村党总支书记杨玉波说。

在村里的智能化小蚕共育中心，后寨村党总

支委员杨开玉正悉心照料着蚕宝宝。家蚕一生分为

5个龄期，其中 1龄期至 3龄期被称作小蚕，这个时

期的蚕发育速度快、抗病能力弱。通过引进云南省

蚕蜂研究所的专家驻村指导，村里小蚕共育饲料化

喂食取得成功，小蚕孵化率达 95%，成功破解了低

龄蚕比较脆弱、对养殖技术要求较高的瓶颈。“等到

小蚕长大到 3龄期以后，我们再交给农户用桑叶喂

养，降低他们的饲养风险。”杨开玉告诉记者。

为让养出的蚕茧卖上好价钱，村里建立了

“党组织+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建成了酒房乡蚕茧烘干中心，对全乡的蚕茧统一

收购，通过合作社与市场上的公司商谈签订收购

协议，实现了“统一订种、统一烘茧、统一收购、统

一销售”的标准化产业模式，打消了农户销售的

后顾之忧。

“合作社还承担了技术指导角色，通过专业

化标准化产业发展，我们村的蚕茧质量能达到最

高级——6A 级，收购价比周边高出 2 元至 4 元。”

杨玉波说，凭借养蚕，合作社每年给村集体带来

超过 40 万元的收入。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

织引领是关键。龙陵县勐糯镇大寨村是一个傣

族聚居村，村落保留了很多民族传统文化资源。

勐糯镇党委副书记邵宗毕说，在推进乡村振兴过

程中，镇上鼓励大寨村大胆尝试，确定了深挖生

态特色和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农业+文化+旅

游”的发展模式。

走进大寨村，遂愿古树、大寨广场等多个景

点烘托出浓浓的傣乡韵味。该村党总支书记鲁

丽华介绍，按照支部领航、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

模式，村里主动出击，2016 年成立村办企业龙陵

县热土傣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保护传承的前

提下，近年累计投入 1250 万元对传统村落进行

修复保护，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

等配套设施，成功创建 AAA 级旅游景区。每年

的泼水节，是村寨最热闹的节日。依托节庆活

动，大寨村组织泼

水 狂 欢 、摸

鱼比赛等活动吸引游客，今年泼水

节期间，接待游客 13 万人次。村里

还打造了土特产一条街，吸引 26 户

农 户 承 租 经 营 ，带 动 农 特 产 品 销

售。经营傣族小吃的村民万开莲

告诉记者，自己制作的草灰粽、

泼水粑粑很受游客欢迎，一天

最多能卖 100 多斤。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和游客的增多，大寨村积

极拓展产业发展，通过自筹资金、整合土地资源

打造观光农业，种植甘蔗、玫瑰花、草莓等，并带

动周边农户发展百亩连片观光农业，形成聚合效

应。鲁丽华说，他们通过节庆经济、观光休闲、农

业采摘、餐饮住宿等多渠道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2023 年收入达 128.9 万元，今年仍将继续增长。

抓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问题。专家表示，集体经济在党的领导下能确保

其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一致。党组织具有强大

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调动各方资源，协调各方

利益，形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最终

保障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保山市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刘峙强介绍，

保山市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列入县乡村

三级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内容，连续

12 年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内容，并先后制定

《关于实施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行动的意见》

《关于加快消除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的意见》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规划（2021—2023年）》

等政策文件，引导更多资源和要素向农村聚集。

据统计，2016 年，保山率先在云南省 16 个州市中

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2019 年，所有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 5 万元以上；2022 年，所有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 10 万元以上，实现每 3 年上一个台阶。

提升农民满意度

群山环绕，稻田微黄，瓜果飘香。走进昌宁

县卡斯镇龙潭村，农民正在田野间忙碌。该村党

总支书记赵路杰说，他们带领村民发展多样种

植，近几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很快，去年达 106

万元。

龙潭村地处坝区，气候炎热；靠近乡镇市场，

人流量大。村“两委”经过讨论，认为发展水果产

业经济价值高。2021 年，村集体流转 20 亩土地

试种草莓，吸引周边人流观光采摘。“第一年卖草

莓毛收入就达 42 万元，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赵

路杰回忆说。

尝到甜头后，龙潭村依托气候优势，打造多

样特色水果种植采摘观光园，引进无土草莓、李

子、无刺黄泡果、水果甘蔗、苹果枣、番石榴等 10

多个品种。村“两委”先组织实地调研，再由镇党

委、政府帮助联系农科院教授，全程指导品种选

定、育苗、移栽、施肥等各个环节，解决种植技术

问题。村党总支副书记王志成介绍，形成连片效

应后，村里借助龙潭公园旅游资源，经常组织形

式丰富的活动，吸引周边游客打卡，让水果卖上

好价钱。

发展集体经济，要针对自身优势寻找路子。

昌宁县温泉资源丰富，大小出泉点共计百余处。

300 多年前，徐霞客游历云南时，过境昌宁县柯街

镇，随当地人到“胭脂泉”沐浴祛乏，畅享舒适后

留下了“不慕天池鸟，甘做温泉人”的名句。柯街

镇的橄榄河温泉属于复合型硝酸盐泉，泉水触感

细腻润滑，被称为胭脂泉。柯街镇党委副书记穆

亚军介绍，过去由于缺乏规划管理，环境脏乱差，

市场秩序混乱，温泉的经济收益不高。2022

年 4 月，柯街镇制定以资源经济撬

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子。通过

镇级统筹，当地筹集了 1800

多万元提升改造温泉

设施，12 个村

（社 区）党 组

织 联 合 组 建

柯 达 公 共 管 理

服 务 专 业 合 作

社，探索“党组织+合

作社+群众”的共建共治

模式。

如今，新打造的橄榄河

热泉环境清新优雅，泡池雾

气氤氲，44 间温泉房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一改过去脏乱面貌，变身集养生、休闲、度假、接待

于一体的旅游景点。

“依托温泉康养这个着力点，我们不断完善

餐饮住宿配套，建设儿童游乐场，在周边打造观

光采摘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丰收。”柯街镇副镇长杨琦

说。2022 年 10 月运营至今，橄榄河热泉实现营收

760 万元。其中，入股的 12 个村每村每年分红 6 万

元以上，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务工增收。

沿着道路行驶在腾冲市猴桥镇菁口村，森林

茂密、满眼青翠⋯⋯在一个路口的摆摊点，不少

村民在售卖野生菌。“这是鸡油菌，这是牛肝菌。

咱们村子生态好，这些都是林子下捡到的，味道

好。”菁口村村民高艳梅向客人介绍。

菁口村地处山区，近年来，当地立足本村实

际，大力培育林产业，在增绿、强绿、用绿、护绿、

活绿 5 个方面发力，并将林木种植、养护、营林纳

入村规民约。菁口村党总支书记金兆明介绍，全

村现有林地 12.6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96%。其

中，天然林 6.5 万亩，人工用材林 5.9 万亩，泡核

桃、红花油茶特色经济林 0.2 万亩，林业资产总值

达 8.7 亿元。

有了林资源，如何念好“山字经”、做活“林文

章”？菁口村多渠道盘活集体资源，大力发展林下

种植养殖。其中，种植重楼、龙胆草、白芨等中药材

350 余亩，同时开展林下养殖黄山羊；建设草果烘

干厂收购新鲜草果，整合 12.6 万亩林下资源采用

“包山拾菌”模式，千方百计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2023 年，菁口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21.26 万元，村

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1.6 万元。“林业增效、农民增

收，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现在大家真切感受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金兆明很有感触。

不同乡村在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文化底蕴

等方面各有差异。专家表示，发展集体经济需要

实事求是，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尊重市场规

律，不能搞“一刀切”。通过因地制宜的策略，开

辟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径，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

配置与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民满意度。

发挥优势闯市场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构建产权关系

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

理的运行机制；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建构符合市

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增强市场

竞争力。

从 2016 年全面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到 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10 万元以上，再到百

万元村占比超过 5%，保山市发挥村级党组织的主

导作用，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逐步探索

形成了资产租赁、股份合作、项目联动、产业带动、

物业管理、有偿服务、异地开发、招商合作、旅游创

收、资源盘活 10 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模式，进一

步丰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措施。

在腾冲市腾越街道朝阳村，村党总支书记陈

小平指着连片

的 稻 田 说 ，这

是优质饵丝稻

种植基地，稻谷收获

后专门制作饵丝。

饵丝是云南的一种特色食品。朝阳村饵丝加

工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村里曾有很多小型饵

丝加工作坊。陈小平介绍，村党总支充分挖掘特色

优势，提出打造“腾冲饵丝豆腐特色产业第一村”。

针对饵丝产业组织涣散、规模不大等问题，朝阳村

以村集体入股、村“两委”增资扩股等方式成立合

作社，采取“党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饵丝加工

户”模式，积极与外地企业签订饵丝米线订单配送

协议，对加工户实行订单化管理，不断扩大产品销

路市场，2023 年共带动饵丝销售 165.3 万元，村集

体增收 11.2万元。

在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大庄村产业园，村民

正在保山皓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产品分拣

线上忙碌。作为基层党组织领办企业，该公司通

过整合项目资金、银行贷款的方式投资 4500 万

元，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烟叶烘烤工场、农产品分

拣线、基质土生产线、生态农家肥生产线、青储饲

料生产线和农机管理中心。

“作为集农业生产、农业服务等于一体的综

合农业公司，我们生产的育苗基质、有机肥销路

很好；农机服务队不仅实现自给自足，还可以服

务其他村庄。”皓源公司总经理霍云斌说。

大庄村党总支书记李棋介绍，整个产业园今

年预计实现产值 800 多万元，壮大村集体经济

200 多万元。下一步，要争取建设村级高原特色

产业园，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

行走在保山市隆阳区辛街乡小田坝村，漫山

遍野的万寿菊竞相开放。游客在金

黄色的花海中打卡拍照，农户则

在 田 间 地 头 忙 碌 收

获。“我家种了2亩

万 寿 菊 ，公

司在村里有

收购点，一亩能挣 3000 多元。”村民王永辉说。

小田坝村距离保山中心城区 18 公里，林地

面积多，传统种植业效益差。2021 年，村党总支

经过市场调研，决定发展万寿菊种植。小田坝村

党总支书记王彬表示，为切实保障农户种植收

益，村里引进保山众壹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在村里建设收购点和生产线，帮助村集体获得场

地租金。村党总支还牵头领办合作社，与引进的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公司则与种植农户签订种植

合同发展订单农业。今年，小田坝村 202 户农户

参与万寿菊种植 690 亩，预计可收购鲜花 2400 余

吨，实现群众收入 260 余万元。

“村子距离保山市区很近，为了挖掘万寿菊

景观效益吸引游客，去年开始，我们提升人居环

境，探索乡村旅游。”王彬介绍，如今村里新发展

农家乐 4 个，还打造水果园 80 余亩供游客采摘，

实现村美民富产业旺。

保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依

然存在收入来源渠道不足、“强村”数量还不够多

等问题，需要久久为功。保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王晓江表示，下一步，保山市将强化基层党组织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进一步提升集体经济实力，推动集体经济在

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
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云南省保山市作为西南边
境小城，从 2016 年全面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到 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均
达 10 万元以上，再到百万元村占比超 5%，保山市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主
导作用，因地制宜，逐步探索形成多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模式，不断丰富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对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也要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依然存在。受发展时间、资源禀赋、区位条件

等因素影响，中西部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村

与村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中，资源相

对丰富、便于吸引城市消费、实施过扶持项目

的地区，发展情况较好；其他一些地区虽然取

得集体经济上的突破，但竞争力普遍偏弱、可

持续性堪忧。各地还需探索多条路径，不断巩

固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后劲。

要吸引人才回流农村。在人口老龄化、

农村人口外流的大环境下，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需要专业人才支撑。比较现实的做法是，

引导乡贤回村发展，制定良好政策吸引外出

经商人士、本村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回乡创

业；同时通过参与分红收益等方式，积极吸

引外来人才，增强他们长期融入农村发展的

意愿。

要增强市场竞争力。不少村庄集体经济

依托土地流转、铺面出租等收入，小富即

安，发展能力不足。需要完善农村集体经济

治理运行机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

资源，主动嵌入产业链，在市场中做大做强。

要与群众实现利益共享。集体经济的发展

成果要实现合理科学分配，帮助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通过健全收益分配和监督管理机

制，实现集体福利与成员增收兼顾，激发村民

的主人翁意识，推动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持 续 增 强 发 展 后 劲

图为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大庄村大型农机

服务队的农机停放区。 （资料图片）

位于保山腾冲市腾越街道朝阳村的优质位于保山腾冲市腾越街道朝阳村的优质

饵丝稻种植基地饵丝稻种植基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