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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建涛

松花江畔春潮涌动，黑土地焕

发勃勃生机。

从全国首批农村土地确权登

记试点，到全国首批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试点，黑龙江省方正县不

断“尝鲜”农村改革，尝到了“甜

头”，品到了“鲜味”。

他们没变！村里人还是那些

村里人，村集体还是那个村集体。

他们又变了！农民成股民，腰

包鼓了；资源变资产，村集体富了；

村集体的事，农民主人翁意识更

强了。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本是

“物理变化”，缘何引发了农村发展

的“化学反应”？

农民“笑”了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维

护农民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的重大举措。

清晨，64岁的老农王治铭早早

起来收拾蔬菜大棚。

直腰歇气的空儿，几个邻居在

庭院里聊起了天：“去年初分了前

年的红，今年快分去年的红了吧？”

村民分红得益于改革。

2017年，老王的存折里多了

1104.47元钱。

钱不算多，但意义重大。活了

大半辈子，老王第一次拿到村集体

分红。

王治铭是方正县方正镇建国

村农民。2015年，方正成为全国第

一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试点县。

“改革明晰了农民对村集体资

产的股、权，农民可以按股持有、分

红。”建国村党支部书记曹来军对

新华社记者说。

分多少股，因户而异。“我家

4 口人，人口股4股，24.6亩地，土

地股7.72股，总共11.72股。”老王

小心翼翼地拿出包好的股权证，脸

上露出笑容，“农民变成股民了！”

全县农民已分红527.66万元，

单户最多分1500多元。

同一个村，每股分红未必相

同。方正县很多村是合并村，合并

前资产相差较多。为了避免不同

屯、组的农民有争议，一些村就以

合并前的村屯为单位单独核算集

体资产。

为了让改革惠及更多贫困群

体，方正县部分村屯还设立了扶贫

股，为贫困户二次分红。

除直接分红外，一些农民的集

体股权还能抵押贷款。2017年，会

发镇新华村农民汤治国就抵押股

权贷款1.5万元。目前，方正县开

办的新型抵押担保业务贷款已达

3.55亿元。

“折股量化、分红，实现了农民

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权和收益

权；股权抵押贷款，实现了农民对

集体资产股份的抵押权和担保

权。”方正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

理总站站长王忠说。

集体“壮”了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既要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又要壮大

集体经济。

和现在的满脸笑容相比，3年

前听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时，王治铭“一百个不愿意”。

黑龙江省土地面积较大，不少

农民通过开荒增加一些耕地，以前

大都是谁开谁种，村集体几乎不

收费。

这次改革，方正县本着规范集

体资产经营活动的原则，对土地确

权核准的新增资源收费，费用统一

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我和老伴一镐一锹开出来的

3亩地，30多年都没交费。这一改

革，村里还要收费，你说我能愿意

吗？”王治铭当年情绪很大。

“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后开

荒的地也属于集体。过去没收费

已造成集体资源资产流失和村民

之间对资源占有的不平衡，现在收

费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村集体

收入还会按股给大家分红。”王忠

的话消除了很多不解。

道理说清楚了，王治铭的态度

也转变过来了。“扣除拿出去的600

元新增耕地承包费，分红还能剩

500多元呢！”

目前，方正县新增资源收费已

达1850万元，全部纳入村集体经

济组织管理，参与股份分红。村集

体分红已达228.44万元。35个股

份经济合作社经民主决议暂缓分

红，将部分盈余用于偿还债务、扩

大生产和发展公益事业。

对新增资源收费，防止“少数

人侵占多数人利益”只是第一步，

村集体经济壮大还需解决经营收

益问题。

方正县67个村都已成立股份

经济合作社，开始以独立的市场经

济主体身份，承担集体资产管理、

运营和维护的职能，农村经济市场

化步伐加快。

沉睡的资源变成有活力的资

产。德善乡安乐村利用“五荒”资

源入股，投资建成休闲生态园，村

集体年增收10万元。

方正农村集体经济逐步壮

大。与改革前相比，全县村级集体

收入增长了2.7倍，负债村减少了

13个。

关系“清”了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形

成既体现集体优越性、又调动个人

积极性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

机制。

改革后当地很多干部发现一

个新现象：村集体的事，农民更上

心了。

“村里资产资源是集体所有，

跟村里的农民都有关系。但这个

关系看不见、摸不着，好像跟谁关

系都不大。”一位老农直言，以往不

少农民把村集体的事当闲事，不愿

意碰。

“现在村集体资产人人有股

了，跟我有直接关系了。”王治铭

说，“动集体的东西，跟动我自家东

西一样了。”

去年建国村通过公开竞价出

租两台水稻收割机。有一位村民

想疏通其他竞价人压价，被王治铭

制止，“宁可得罪人也得站出来”。

产权改革调动了农民参与农

村集体经济运行的积极性，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明晰了农村集体资产

经营管理的权和责。

改革前，很多地区是村委会代

管村集体资源。改革后，党支部、

村委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三驾马

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会发镇联

滨村老支书钟跃国说，现在权责清

晰，集体经济的事由集体经济组织

决定，基层党组织由管理型向服务

型转变。

改革“深”了

每次农村改革的直接原因可

能不一样，但根本目的都是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

和发展成果。

为什么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不改，一些集体资产

流失、资源沉睡、资金闲置；不改，

农民种地、务工增收乏力，增收渠

道窄……

“生产队时，干活挣工分；家庭

联产承包了，自己的地自己种，但

要交公粮；税费改革不用交农业税

了，还有了补贴。”王治铭没想到的

是，“好事越来越多，现在村集体还

能给分红，集体股权还能抵押。”

农村改革逐步深化，无数个

“王治铭”尝到了甜头。

2012年土地确权，方正县土地

数量、权属更清晰，土地经营权可

以抵押贷款，为后续改革打下了

基础。

如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又让方正县实现了“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回头看改革，并不顺利。一些

农民不理解、不支持；部分干部有

畏难情绪，思想懈怠；不稳定问题

也易发生。

“持续推动农村改革，既要有

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又需要

敢碰硬、动真格的决心和干劲。”方

正县委书记董文琴说，“我们不怕

触及矛盾，全力为改革清障。”

包括方正在内的全国首批29

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已

经结束，但改革事业未竟。资源

资产如何发挥高效益？集体股权

如 何 充 分 利 用 ？ 方 正 县 仍 在

探索。

2017年全国又确定了100个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

今年将增加到300个。一场为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制度支撑、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

□ 董 峻

眼下，各地正在积极稳妥开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深

化农村改革重点任务之一、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支撑，这项

改革2015年至今给农民带来哪些

收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如

何？新华社记者日前随台盟中央

调研组赴安徽进行了采访。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是中国

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从当年

“大包干”的“红手印”到如今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的“分红利”，小岗村

正在探索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新路。

“当年搞‘大包干’，‘分’得比

较彻底，虽然经过近10年的投入

积累，集体经营性资产仍然很少。”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

“优先发展集体经济，集体收入增

长与村民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成为

我们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原则。”

在清产核资和界定成员身份

基础上，小岗村组建了集体股份合

作社，入股了此前村里开办的小岗

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以这家公司

为载体经营集体资产，经营利润按

占股比例分配给集体股份合作社，

合作社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按章

程给村民分红。

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充

分发挥集体资产和品牌运营作

用，通过合作经营、品牌入股、招

商引资，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2017年，小岗村的集体收入

达820万元，投入了98.9万元免费

给全村村民办理新农合、新农保

和政策性保险，平均每个村民获益

230多元。

今年2月9日，小岗村进行了

第一次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的分

红，每个集体组织成员得到了350

元。小岗人实现了从“户户包田”

到“人人持股”“人人分红”，真正成

了集体资产的主人。当年“大包

干”带头人之一的严立华，全家6口

人领了2100元。

李锦柱说，小岗村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社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监事

会，重大事项须经社员代表会议讨

论决定，提高了村民民主意识，村

民自治落到了实处。而集体经济

实力的增强，也提升了村“两委”的

凝聚力。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加快

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

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

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小

岗村的实践探索，走在了这项改革

前列。

2016年以来，小岗村所在的

滁州市以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资

金这“三资”，激活农民土地承包

权、住房财产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这“三权”为目标，不断探索集体经

济有效实现形式，拓宽农民财产性

收入增长渠道。

据滁州市副市长赵鲲介绍，目

前全市已完成170个村集体资产

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任务，量化资

产4.07亿元。像小岗村一样，全市

50.6万农民成为集体资产的股东，

17个村累计分红847.7万元，改变

了过去集体资产“人人有份”实际

却“人人无份”的困境，农民群众获

得感增强了。

在农民分享改革红利的同时，

滁州市的村级集体经济也逐步壮

大起来。截至2017年底，全市771

个年经营性收益在2万元以下的

“空壳村”已经全部“脱壳”，村级集

体经济总收益达1.07亿元，同比增

长44％；村均收益达10.3万元，同

比增长43％。

目前，安徽省已有1061个村

完成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共量化集体资产70多亿元。在此

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索赋予农民

对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担保、

抵押等更多权能，天长市作为全国

第一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

革试点之一，围绕“扩权赋能”，提

高农民股权“含金量”。天长市把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和农地承包经

营权捆绑抵押贷款，创设了“农权

贷”融资产品，目前累计发放218

笔、2362万元贷款。

资产要真正“活”起来，交易市

场不可少。六安市金寨县在推进

改革中设立了农村综合产权流转

交易中心，功能包括资产评估、产

权交易和资产收储等，形成了“多

个服务窗口、多品种产权交易”的

一站式服务体系。金寨县农村产

权交易网发布的待流转信息目前

已有4170条，涉及土地面积6.22

万亩。

据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介绍，

该县还开展了农地承包经营权及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2017年全县“两权”贷款累计3054

万元。同时，对宅基地制度改革中

腾退复垦的3.7万亩宅基地产权回

归村集体所有，既解决了美丽乡

村、公益设施等建设用地指标紧张

问题，又通过结余指标交易为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筹集了资金。

“物理变化”引发“化学反应”

盘活农村“三资” 激活农民“三权”
——安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见闻

山东山东：：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
不不随人口增随人口增减调整减调整

本报讯 来自山东省农业厅的消息称，山东

省将逐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

作制改革，股权管理提倡实行静态管理，不随人

口增减变动而调整。

山东省近日向社会发布的《关于稳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在

对农村集体资产全面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把农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

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

依据。

据山东省农业厅有关人士介绍，农村集体

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要体现成员集

体所有和特有的社区性，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内部进行；对于非经营性资产，不宜折股量

化到户，要根据其不同投资来源和有关规定统

一运行管护。

山东省提倡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实

行静态管理，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通过分

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

获得集体成员身份和集体资产份额。山东省农

业厅厅长王金宝说，到2021年，山东省将基本

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

新机制。 （邵 琨 席 敏）

方正县方正镇建国村农民王治铭展示自己家的股权证 新华社记者 王 松 摄

武汉武汉：：盘活长期空闲农房资源盘活长期空闲农房资源
打造共享农打造共享农庄样板房庄样板房

本报讯 近日，武汉市政府常务会原则通过

《关于创新推进共享农庄建设提升“三乡工程”建

设水平的指导意见》，计划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

与农民共同新建租赁住房，至2020年在100个

行政村推进共享农庄建设，打造共享农庄“武汉

样板”。

共享农庄，是指把农村闲置住房进行个性化

改造，形成一房一院一地，根据需求改造为市民

田园生活、度假养生等多种模式，住在城区的市

民也可以租赁农房当“农户”。

据统计，武汉现有农村房屋约73万套，长期

空闲农房约11.6万套。其中，在48个美丽乡村、

赏花游特色村和宜居村等基础设施完善、生产生

活生态环境较好的村，共有农房10,815户，空闲

农房1432户，闲置农房、宅基地资源充足，规模

化发展共享农庄潜力巨大。

按照规划，武汉市将坚持规划先行、农民自

愿等原则，通过整合支持政策、强化用地保障、优

化运营环境、创新金融支持等手段，引导农村集

体组织和农民以出租、合作、入股等形式盘活空

闲农房和宅基地，采取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

资本成立平台公司的方式，进行整村综合开发

或对现有农房进行改造升级，发展旅游民宿、农

村电商等第三产业，打造美丽小镇、美丽村庄、美

丽庭院。 （廖 君）

相关资讯

9090后大学生返乡创业后大学生返乡创业
和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留在城市不同，广西

南宁市武鸣区90后大学生马周明选择返乡种地，

追逐自己的创业梦。马周明2017年大学毕业后，

回到家乡武鸣区双桥镇杨李村，帮助母亲打理家

里的70亩沃柑。今年，马周明和别人合作承包了

300亩土地，准备扩大沃柑种植面积。图为马周明

（右）和一名村民卸下刚刚运送回来的沃柑。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从全国首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试点，到全国首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黑龙江方正县不断“尝鲜”农村改革，尝到了“甜头”，品到了“鲜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