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改革中昌乐县划
定一条底线：不能把
集体经济改弱了、改
小了、改垮了，不能
把农民的财产权利
改虚了、改少了、改
没了。通过改革，昌
乐县不仅盘活了集
体各项资产，壮大
了集体经济，也让
农民有了更多的增
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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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家

山东临沂山东临沂
打造沂蒙幸福路打造沂蒙幸福路

山东省临沂市全力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市农村

公路达到2.5万多公里，让农

产品通过公路走出大山，帮助

群众奔上致富幸福路。图为

1 月23日，山东费县大田庄的

村民向参观者介绍农家乐。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 俞 俭

“您的菜薹、大蒜5.5元；您

的大白菜3元……”腊月初三，记

者走进湖北京山县大龙金都农

贸市场的天恩蔬菜超市，只见老

板张文美站在电子秤前忙着给

顾客称菜，忙得一刻都不停。

“没有村里搞股改，哪年哪

月才能开得起这个蔬菜店。”

张文美说。张文美是京山县新

市镇城畈村3组村民，自从10年

前丈夫患病去世后，她独自挑起

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靠打零

工，帮别人卖菜一天30元工钱维

持生活，欠债7万多元。

2016年 10月，城畈村实行

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她家

分配到38股，按每股3000多元，

可量化经营性资产11万多元。

拿到“股权证”的第二个月，张文

美以此为抵押担保借了8万元，

在离家不远的农贸市场租个小

门面卖菜。

由于生意红火，张文美扩大

经营，去年12月租了现在这个

30平方米的大店面，成立天恩农

副产品配送中心，给8家单位配

送，平时兼做零售，一天营业额

约3000元。

京山是全国农村集体资产股

份权能改革试点县。2015年启

动，着力进行4项改革：清产核资，

界定身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

份，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一时

间，“股改”成了京山乡村热词。

京山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

局局长李敬东介绍，开展“三项

清理”，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成

员边界清、股份权利实”。全面

清地确权，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

登记颁证 80.8 万元、107.22 万

亩、10.5万户，从根本上解决了

农户承包地面积不准、登记簿不

健全等问题；全面清产核资，核

定村级集体资金1.41亿元、资产

8.88亿元、资源103万亩；全面清

人分类，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43.76万人，建立成员名册，群众

签字认可率达到98％以上。

新市镇四岭村党支部书记

李慧军说，四岭村2017年9月实

现股改，通过清产核资，摸清家

底，发现村集体资源雄厚，以前

管理之外的坡地、鱼池等清出来

归还集体。眼下最紧要的是盘

活资产资源，加快整片流转，实

现效益最大化。

股权配置是股改的关键环

节，京山县实施“三类配股”，即

根据资产构成“分类配股”、根据

资产权属“分层配股”、根据群众

意愿“差异配股”，成员个人股配

置实行“一村一策”。规范股权

占有，将成员个人股“量化到人、

发证到户”，全县颁发股权证

11.45万本。

城畈村于2015年12月启动

股改，成立京山县城畈股份经济

合作社，将集体经营性资产一次

性全部折股量化到人。全村可

量化经营性资产为1.57亿元，股

东 1815 人，配置股份 49,116.5

股，每股可量化经营性资产3043

元，实现“家家户户把股配，每年

红利账上汇”。

城畈村党支部书记庹大明

说，长期以来，农村集体资产基

本由村委会打理，“名义集体所

有，实则人人无份”。通过将资产

量化、分配到人，实现了村民对集

体资产的实际占有，村组成员身

份从“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股

民”，家家户户能分红。2016年

底，城畈股份经济合作社 1815

名股东分享了 3年 460万元股

份红利，2017年底分红总额160

万元。

李敬东介绍，通过股改，全

县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356个、

土地（林地）股份合作社92个，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连续两年实现

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为农村发

展增添了新动能。

京山县钱场镇幸福村清理

出集体“三资”地块1666块，面

积1366.56亩，2017年通过盘活

“三资”增加集体经济收入33.5

万元。幸福村党支部书记桂雄

竹说，比如，清理出耕种条件比

较好的旱地、荒地660亩，面向全

村农户公开发包，共增加集体收

入6.76万元。庹大明表示，城畈

村今年将投资200万元，建一个

临街夜市，每年可增加收入100

万元。

股改激活了农村资产资源，

吸引社会资本、人才、技术等现代

生产要素向农村聚集，有力推动了

农村集体经济“增速、扩量、提

质”。2017年，京山县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到1800多家，土地面

积达到73.2万亩，流转率68.3％，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1,647万元，

合作社累计分红5090.4万元，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03元，比

改革前增长40％。

股改更让群众知道了家底，

当上了主人，得到了实惠，提高了

获得感。“我这房子就是股改带来

的实惠，老来生活质量提高，养老

也不愁了。”今年70岁的城畈村

3组村民徐正明表示，一个月前，

他和老伴将持有的43股股份由

集体赎回29.5股变现9万元，自

己再拿5万元，在村安置房小区

买了这处小房。

本报讯 四川省国土资

源厅近日表示，2017年四川

共处置闲置土地123宗，合

计盘活土地604公顷。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对

成都市、绵阳市、宜宾市进

行了摸底调查，结果显示，

3个城市共有城镇低效用地

地块2.18万余个。实施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已成为

严格耕地保护、实现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保障经济健康

平稳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此，四川改革完善低

效、存量工业用地退出机

制，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对于城镇低效用

地，可由政府收回土地使用

权再开发，也鼓励土地使用

权人通过自主、联营、入股、

转让等多种方式，对其使用

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改造

开发。四川还鼓励市场主

体收购相邻多宗低效利用

地块集中改造开发。

（陈 健）

农民股东喜分红 增强发展新动能

四川2017年盘活闲置土地604公顷

果树果树““穿穿衣衣””御御寒寒
近日，贵州榕江县的果农给砂糖橘、脐橙等果树盖

上白色塑料薄膜，为果树穿上“冬衣”，防止果子冻伤。

图为1月24日在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归九砂糖橘基地

拍摄的穿上“冬衣”的果树。 新华社发（王炳真 摄）

本报讯 在中央有关

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

引导下，2017年中央财政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取

得新进展。

财政部农业司有关负

责人日前表示，为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2016年我

国在13个省份开展了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2017年，财政部将试点省

份扩大到23个，并安排50

亿元资金支持试点。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

验和田园综合体试点示范是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的试点任务。2017年，中央

财政通过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安排7亿元，选择

山东、安徽、湖南、广东、云

南、陕西6个省份的12个点

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

验，选择内蒙古、江苏、浙江、

江西、河南、湖南、广东、甘肃

8个省份的15个点开展田园

综合体试点示范。

“总体看来，‘两项试

点’已完成、项目成效初显，

村集体、村民及企业等参与

方开始受益，在试点地区产

生积极反响。”该负责人说。

（郁琼源 胡 璐）

农村综合改革取得新进展

湖北京山县2015年启动全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以来，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连续两年实现25％以上高速增长

□ 陈国峰 张志龙

东南村这几年没有人再上

访了；西尖村空置10年的居民

小区终于分配到户了；庵上湖村

集体收入两年间从3万元增至

80 多万元……山东昌乐县于

2015年启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让农民当上集体资产的

主人，解决了制约农村发展的诸

多难题。

农村集体资产不再
是本“难念的经”

村民居住分散、人员构成复

杂、村级财务混乱、村干部威望

低……宝都街道东南村是昌乐

县最大的城中村，启动股权改革

前，各种矛盾在此交织。

“矛盾的根源在于老百姓

对村集体资产不清楚，怀疑村

干部侵占了，其实村里到底有

多少家底，村干部心里也没

数。”东南村党支部书记杨进增

说，他们聘请第三方专业评估

公司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

最终，村办企业以及商场、门面

房、仓库、办公用房等资产审核

评估为4000万元。

据介绍，昌乐县890个完成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共量化

集体资产4.85亿元。

集体家底摸清了，接下来分

给谁？怎么分？昌乐规定，各村

将集体资产全部折股量化到人、

确权到户，实行一人一股，原则

上只设成员股，设不设集体股由

群众决定。

东南村为符合条件的1818名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配1股，

另外，根据村里实际情况又设了

219股独生子女股，折算下来每

股19,649元，一个五口之家等于

有了近10万元的“定期存单”。

“改革不但把‘家底’亮给了

群众，还让老百姓变身‘股东’，

真正成为村集体资产的主人，消

除了农村易发矛盾的根源。”

杨进增说。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

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再调整。昌

乐县经管局局长黄军清介绍，他

们总结了动员部署、制定方案、

确认身份、清产核资、资产量化、

股权设置、股权管理、建章立制、

收益分配、归档备案“十步工作

法”,每一步都有明确的制度规

定和要求，并进行痕迹化管理，

确保有据可查。

谁享有股权，群众
说了算

农村“股改”各环节遇到的

矛盾，是由村干部决定？还是等

上级部门拍板？

“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昌

乐县确立了“有法依法、有规依

规、无规依民”原则，除法律有

明确规定的外，重大问题和有争

议事项一律经过民主讨论、民主

表决。

位于昌乐县开发区的城郊

村西尖村，通过清产核资，确定

经营性资产3664.5万元。但是

全村1128名村民，究竟多少人

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悬

而不决。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村

里建成10年的居民小区，一直

未能分配。

走群众路线，让这一复杂

问题迎刃而解。西尖村每户推

选一名户代表，再推选出24人

组成的成员认定小组和9人组

成的清产核资小组。这两个小

组逐户、反复征求意见建议，最

终认定 81 名户口迁至本村的

外来务工人员和退休教师属于

“空挂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确定为 1047 人。全村经营性

资产按照一人一股配置，每股

35,000元。成员认定明晰后，

空置多年的居民小区也顺利分

配到户。

据介绍，昌乐890个改革村

的清产核资小组、成员确认小组

均由村民代表和党员选举产生，

清产核资与成员身份确认结果，

不仅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通过，

三次张榜公示，还必须经所有户

代表签字。

集体家底变厚了
村民腰包更鼓了

昌乐在改革中划定一条底

线：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

小了、改垮了，不能把农民的财

产权利改虚了、改少了、改没

了。当地通过改革不仅盘活了

集体各项资产，壮大了集体经

济，也让农民有了更多的增收

渠道。

五图街道庵上湖村有个党

支部领办的华安瓜菜专业合作

社，村民变社员后人均年收入达

到2.5万元，但村集体收入却一

直上不去，2015年仅有3万元。

借着股改的机会，这个村将136

亩“四荒”地和88万元经营性资

产，在量化到人、确权到户的基

础上，成立了集体经济股份合作

社，征求村民同意后，将确权的

资产入股瓜菜合作社，参与收益

分配，2017年集体收入突破80

万元。

庵上湖村党支部书记赵继斌

说，以前专业合作社占用了部分

村集体资产，这次改革扫清了村

社产权关系障碍，吸引了工商资

本下乡。山东矿机集团出资500

万元，与华安瓜菜专业合作社联

合成立了庵上湖农业科技发展

公司，发展育苗、电商农业和品

牌直营店，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3.5万元。

目前，昌乐的各改革村均成

立了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或参

股专业合作社，或领办土地合作

社，通过发展合作经济、物业经

济、园区经济等10条路径，培育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改革只是手段，发展才是

目的。我们把农村集体经济是

否得到发展作为衡量改革成败

的标尺。”昌乐县副县长崔欣

介绍，改革近3年来，昌乐县集

体经营性收入过 10 万元的

村庄由31个发展到103个，农

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由 2014

年的 13,000元增长到2016年

的15,450元。

农村“股改”让集体家底越来越厚实

□ 徐绍峰

乡村振兴，人是根本。

现实是，乡村老龄化和空心

化现象触目惊心。

山西尧都农商银行最新

进行的调查显示，尧都区大

部分乡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人口“空心化”现象。不仅经

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如

此，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像高

淳这样农业占比很高的县

区，年龄在20岁~40岁之间

的年轻人，在“慢城”打造前，

占比也只有30%左右。

作为以“田园综合体”

为载体，实施乡村振兴较为

成功的江苏无锡，通过“拈

花湾小镇”的建造，带动了

马山附近一些行政村外出

青壮年回家创业，主动配套

旅游设施，或做民宿，或从

事农家乐；高淳同样通过田

园综合体——“慢城”的打

造，让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

年轻人返乡创业。

从无锡和高淳的经验

看，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人

的问题，路径有二。

一是政府制订优惠政策

吸引人才下乡，同时通过公

共财政资金以及政府平台的

投入，完善乡村道路等农村

基础设施，栽种苗木美化公

共区域生态环境和景观等，

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让村

民看到乡村变化，看到美丽

乡村带来的休闲旅游商机，

进而主动返乡创业，并形成

个体带动群体、一家带多家、

一业拉动百业的链式效应。

二是田园社区或者特色

小镇做出特色和差异，把互联

网、金融等软硬件提档升级，

吸引各类创作室、工作室等进

驻，把外地人才引入，形成名

人效应，以吸引更多游客慕名

而来。还可以将一些特色小

镇打造成某类国际国内会议

永久地址。

引人入村，要么返乡有

钱赚，要么美得令人神往。

无论哪种，都需筑巢引凤。

这个“巢”，可以政府先筑，

也可以由社会资金打造。

无锡灵山景区，属社会

资本投入的人造景点。高淳

“慢城”景区，属政府资金先

行投入带动，金融机构迅速

跟进。无锡和高淳的经验告

诉人们，各类资本的持续投

入，不仅可以撬动乡村经济，

也能撬动人心。人心振奋

了，乡村也就真正振兴了。

乡村振兴需“引人入村”

“两项试点”成效初显，各参与方开始受益

鼓励通过自主、联营、入股、转让等方式进行开发

山东昌乐县推行改革近3年来，集体经营性收入过10万元的村庄由31个发展到103个，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13,000元增长到2016年的15,4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