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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汉阴县平梁镇兴隆佳苑社区地处县城以西 7 公里，
属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 安置入住群众 443 户
1756 人。2019 年以来，兴隆佳苑社区以“三变”改革夯实
集体经济发展基础，以“三联”机制激发产业发展动能，
走出一条支部联建引领、产业联盟做强、资源联享增效
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

兴隆佳苑社区党支部成立后，为确保搬迁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主动与相邻的兴隆村、西岭村开
展支部联建，以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成立产业联盟，将
联建村（社区）辖区内的集体资源联享联用，统一配置、
统一管理，共同壮大集体经济。一是资源变资产。通过对
兴隆、西岭等周边村闲置土地以统一流转或土地入股的
方式进行盘活利用，建成 1500 余亩优质蚕桑产业园。二
是资金变股金。将村（社区）集体资金和群众奖补资金注
入合作社， 共筹集产业发展资金 610.4 万元。 其中：社
区、兴隆村以资金入股，分别占股 27%、9%；西岭村以土
地入股， 占股 4%； 社区及周边村群众资金入股， 占股
60%。 三是农民变股东。 给 459 户成员颁发“两证一书”

（股金证、股权证、协议书），让群众充分享受产业发展带
来的红利。

截至目前，社区已初步形成山上园区、山下工厂的
产业布局，带动社区及周边群众稳定务工 352 人。 2021
年经营收入达 347 万元，纯收入 51.55 万元。 按照 10%
预留为产业发展风险金，30%为合作社集体收益，60%为
股权的“136”分红模式，给 3 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及成员分红，预计集体经济组织分红 12 万元以上，成员
分红 18 万元以上。

近年来，汉阴县持续推进“三变”改革，大力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了产业共建、合作经营、投资开
发、三产融合等多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通过推
行“加入一个组织、发展一项产业、扶持一笔资金”的“三
个一”产业发展模式和“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
的“三联”工作机制，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目前，全县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产业化、特色
化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格局。

(通讯员 邢继明)

走进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农家民宿、农家乐等点
缀在漫山遍野的桑园中，好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明星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刘家满正带领村民们
清理桑园里的杂草、 修剪步道旁的桑条， 忙得不亦乐
乎。

看到络绎不绝的游客， 年过六旬的村民陈泽华夫
妇也参与到景区服务中。 “没想到老房子被改造成了漂
亮的民宿，不出钱还能收租金，村上又免费给我们安排
了新的住房和工作。 ”陈泽华喜笑颜开地说。 老两口将
老房子和桑园租赁流转给村上的旅游公司， 并在公司
从事保洁、保安等工作，租赁费、流转费加上工资和村
集体经济分红，一年收入超过 5 万元。

站在“天空之境”的玻璃平台上，刘家满指着一望
无际的桑园介绍：“这几年，我们以推进‘三变’改革为
抓手，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不断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发展产业和创业就业。 目前已经培
育形成了蚕桑、养猪、养鸡和乡村旅游四大产业，去年
全村人均收入为 18246 元， 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78.6 万
元，户均分红 650 元。 ”

明星村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把强化支部引领、
壮大集体经济、促进群众增收、市场主体参与紧密结合
起来，形成利益联合体。 镇包村领导和下派干部、村干
部组成乡村振兴工作队，共同做好项目建设环境保障、
群众组织发动、投资客商引进等工作。 实行村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社控股的村旅游公司开发模式， 通过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建成了醉美桑海 3A 级
景区。 景区自去年开园以来，旅游综合收入超 3000 万
元，全村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被嵌在产业链上，50 多名
外出能人返乡发展农家乐、民宿等，从业人员家庭年均
收入都在 5 万元以上。

“在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认真执行县上建
立的民主监督公开机制、 收益分配机制、 风险防控机
制、产业发展容错机制和产业发展奖补机制，有效保障
了集体经济规范运营并不断促进其发展壮大。 今年全
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达到 138 万元， 带动群众人均增
收近 2000 元。 ”刘家满说。

“现在好了，不用出门在村上旅游公司上班就能挣
到钱。 ”明星村村民刘玉干劲十足。 “我想好好干，争取

早日在公司合作社入股，谋取更大的发展。 ” 明星村通
过“三变”改革，促进了“三产”融合，实现了桑园变景
点、旧宅变民宿、农民变股民的美丽蝶变，走出了一条
“景区带村、就地转岗、居家经营、产业富民”的集体经
济带动群众增收之路。 今年，明星村也先后荣获全国美
丽休闲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称号。

(通讯员 许兵 王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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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改革让明星村走上“明星”路

“三变”+“三联”开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途径

（上接一版）
据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村集体经济

的发展重在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出发点就是立足实
际，有的突出把主导优势用好、用活、用出特色，有的
围绕土地开发和人居环境做文章，有的通过参股、入
股分红获利，有的通过盘活集体资产获得收益，在全
市范围内成功探索出股份合作型、主导产业带动型、
委托经营型、异地置业型、新兴社区型等多种发展路
径。 如石泉县 2017 年 11 月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之后，池河镇明星村、
饶峰镇胜利村、 后柳镇中坝村及池河镇五爱村便围
绕“全域旅游”做文章，先后布点县域西、中、东线，成
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兴亮点村。 汉滨区 355 个村集
体累计 7 亿元的扶贫资金， 全部由国有控股的汉滨
区扶贫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统筹经营， 所有
资产和收益全部归所有股东 （即所有村级集体）所
有。 主要采取异地置业租赁收入、 光伏电站经营收
入、新社区工厂和农产品加工厂厂房租赁收入、债权
投资五里工业集中区 6%固定债权收入等实行低风
险稳定经营收益。 汉阴县双乳镇党委把村级党支部
联合起来，实现土地流转“以小拼大”，初步形成 500
亩荷虾共养示范场。 旬阳市铜钱关镇探索组建了镇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建设辣椒烘干厂，年产量 11.23
万公斤，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据统计，“三变”改革以来，通过各方探索逐渐形
成了多种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有效实现了村集体
经济发展增收。 今年全市 1782 个涉改村（社区）集体
有了收益，其中年收益 5 万元以下的涉改村（社区）
740 个 ，5 至 50 万元的 1014 个 ，50 万元以上的 28
个，累计分红达 1.98 亿元，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大幅
提升。

多个全省率先打好规范运行基础

11 月 2 日一早， 记者来到汉滨区建民办冯家坝
村的忠诚现代农业园区采访。 该园区整合办事处内
外 15 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资金 1200 余万元，
分别在建民办冯家坝村、洪山镇乾隆村、县河镇财梁
社区等地建设设施蔬菜 1350 余亩，现已成为汉滨区
蔬菜产业化龙头企业， 整个产业链共带动了 682 户
2081 人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忠诚村集体经济现已累
计收益 296 万元， 率先成为全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和产业发展先进村。

1200 余万的集体资金如何规范使用？ 使用过程
中如何监管？ 往大了说，是事关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
所在； 往小了说， 更是刘瑞红这个忠诚村党支部书
记、园区发展带头人时刻操心的头等大事。 如今，借
助在全市开通运行的 “银农直联资金审批支付系
统”，资金使用问题迎刃而解，而且比以前更加便捷、
高效和安全。

在该园区一座专用大棚里，记者看到，技术人员
正在调试相关设备。 借用技术人员的笔记本电脑打

开“银农直联”系统，陪同采访的汉滨区农村经营工
作站站长张鹏告诉记者，通过“银农直联”系统可以
实时实现全区联通， 随时了解全区 355 个村集体经
济组织“三资”财务状况。 还可以直观看到村集体资
金的收支情况以及“四档两级”的操作流程。 “照着流
程来，和移动支付一样，以后村集体资金杜绝使用现
金了。 ”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通过该系统，村集
体办事流程得以优化， 资金使用从村级终端发起申
请到资金拨付，全程通过电子审批，村干部不再经手
大额现金，所有资金支出、审批全程留痕，去向清晰
可查。 “我们区政府现在明确要求，决不允许村集体
资金‘体外运行’，目前系统显示最近的一笔就在昨
天，还有 150 多笔正在审批中。 ”指着电脑上的系统
界面，张鹏向记者强调。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市在出台监管办法、
村财镇管和村集体组织审计全覆盖等基础上， 以加
强村级集体资金支出监管为突破口， 在全省率先探
索“农业+金融+科技”三方赋能集体经济的新平台。
目前，全市已有 702 个村 （社区 ）全部纳入 “银农直
联”系统，已办理业务 180 多笔，涉及 1077 万资金获
得“秒批”。 其中汉滨区的推广力度最大，全区 355 个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系统全部建账到 2021 年 10
月，“银农直联”系统已全部开通并正常运行。

此外，我市还在全省率先完成了集体经济“空壳
村”全面“清零”。按照全省 2021 年 9 月至 2023 年 12
月，3 年内完成集体经济“空壳村”全面“清零”的目
标 ，我市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 ，已完成了 “清零 ”任
务，全市 1782 个涉改村（社区）实现村集体经营收益
全部破零。

市委农办副主任、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登章
告诉记者，“空壳村”“清零” 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一个标志，在全省起到了示范作用，虽然安康的
村集体经济收入整体水平不高，体量也不大，但“大
河有水小河流”，全市所有村集体有了收益，农户才
能有收益，也才能有共同富裕的基础。

多处持续用功着眼长久发展愿景

安康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彦青曾撰文指出，“无论
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 农民都是参与者、 享益
者。 要切实发挥农民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中的主体作用，坚决避免‘机关热、农村冷’‘干部
干、农民看’‘越俎代庖’现象。 ”显然，如何激发内生
动力，才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键，也应是党委政
府帮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发力方向。

对此，李家台村、海棠园村和忠诚村都作出了较
为“标准”的回答，那就是让村民早受益、都受益，进
而多收益。 李家台村将受益的 70%用于基础建设和
分红，改善村居村貌，30%提留用于持续发展资金；海
棠园村 11 月 8 日正在给村民分红，87540 元的红利
占了本年度村集体收益的 70%， 剩下的 30%留作发

展资金； 忠诚村推动农民变股东， 变合作社原流转
216 户农户共计 1800 亩土地经营权为农户股本，参
股建园，参股农户亩均年获得 800 元保底分红收益。
同时园区采取反租倒包方式， 组织农民股东参与园
区建设、生产和经营等，获取产业经营收入、薪金等
二次收益。

此外，如何尽可能保证村集体收益，经营者的角
色至为重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质上是一个经济
实体，也要按照市场规律经营才能盈利，不会也不可
能是只赚不赔。 陕西富硒堂数字经济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秀梅认为， 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人才将
发挥“领头羊”作用，带动产业发展。 需要具备整合资
源的能力， 促进产业增收， 进而能够驱动城乡在市
场、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密切互动，深度融合各
方力量，使得乡村发展有持续动力。

记者从市委组织部了解到， 我市明确要求发展
新型集体经济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 在全省
率先出台、全面推行“一人一档”管理，1673 名村党组
织书记逐人建起个人档案，大力培育后备力量。 创新
乡土人才振兴“四万工程”，确定 3182 人作为村“两
委”换届“一肩挑”拟用人选，以村级带头人“选拔、培
养、教育、管理、考核”全链条机制，为全市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建立人才储备库。 另外，全市已认定职业农
民 12491 人。

负责全市农业科技培训、职业农民培育的安康
市农业科技信息宣传中心主任李自林告诉记者，近
年来 ， 市上加大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带头人的培
训，尤其对农村经济组织带头人的经营管理等能力
的培训力度很大，农业政策、产业发展 、市场营销 、
品牌建设、电商直播 、农产品质量安全都是每一期
培训的重点内容，把他们提升好，才能带动好，让产
业发展好。

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从依赖财政资金
向自主发展积累， 我市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格
局已得到根本改观，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安康
广袤的田野上徐徐展开。 今年 9 月，市委办公室、市
政府办公室印发了 《安康市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五年行动实施方案》，从提高农村集体自我发展
与保障能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战略高度提供了政策性保障和五年行动规
划。 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计划和农综科科长李强斌进
一步向记者介绍， 村集体经济目前还有很多需要破
解的问题， 各村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能用一个模式
做，其发展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大课题。 《五年行动
实施方案》从市级层面突出了导向标的指导作用。 尤
其是在关键的政策支持上，要求各县每年要拿出 500
万到 1000 万元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 再就是财税支
撑、用地保障、金融支持等其他各项配套政策，特别
是在政策激励上，要求各县积极探索有效方法，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 激发村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发展的
内生动力。

汉汉滨滨区区双双龙龙镇镇谢谢坪坪村村陕陕茶茶一一号号种种植植基基地地 汉汉阴阴县县园园区区带带动动，，产产业业发发展展促促增增收收

石石泉泉县县人人流流如如潮潮的的国国庆庆黄黄金金周周

石泉县明星村“绿波长虹”旅游项目 汉滨区忠诚村蔬菜产业育苗大棚 新社区工厂就业一人，致富一家 汉阴县支部共建，互联互补促提升

石泉县“沧海桑田·乡村明星”醉美桑海博览园

初冬时节， 走进汉滨区建民办忠诚现代农业园区冯家
坝蔬菜基地，工人们正忙着起垄、施肥，到处呈现一片忙碌
的景象。 “今年冬天蔬菜价格好，最近大棚里的白菜、甘蓝等
蔬菜长势正旺。 ”忠诚村党支部书记、园区负责人刘瑞红介
绍道。

地处月河、汉水交汇处的忠诚村，距离安康城区约 2.8
公里，2010 年以前全村没有支柱性产业，作为 30 余年的基
层支部“掌舵人”，刘瑞红发现在城乡接合部种植设施大棚
蔬菜可以带领群众致富， 于是就组织 216 户村民将 800 亩
土地承包经营权以 800 元每亩的价格作为股本参股建园，
参股农户除亩均年获得 800 元保底分红外， 还可以通过反
租倒包的方式获得经营收入， 或者通过参加劳动获得薪金
收入，实现了集体和农户双促进、双提高。

忠诚村将村集体产业发展资金 290 万元入股到天瑞塬
公司，将政策性项目资金 1500 万元投入到与天瑞塬公司合
作建设的 500 亩设施大棚中，村集体占股 70%，2020 年经营
收益分配 286 万元。 其中 40%收益用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分配，实现了户户受益、人人得利。

村集体入股资金流向哪里？谁来监管？忠诚村在集体经
济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建立起了支部掌舵、人人负责的机
制。 “我们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突出党支部
书记、第一书记、支委委员、党员等力量，村‘两委’班子成员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推动村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建立村集体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周议、月评、季分析，
发现苗头及时纠正，保证集体经济的正确运行。 ”刘瑞红说。

近年来， 汉滨区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 促进集体资
源、资产、资金管理规范化、信息化，区财政投入 140 万元专
项资金， 建设了汉滨区农村产权综合管理平台和 “银农直
连”资金支付审批系统，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使
用大数据系统化管理模式， 将村级资金支出管理由 “层层
转”变为了“直通车”，村报账员只需在管理系统中发起支付
申请，经村、乡镇（街道）审核、审批后，可直接在系统内完成
资金支付，形成村级账户资金流转闭环，让集体经济全程在
阳光下运作，有效化解了资金管理风险。

据了解， 汉滨区 355 个村集体经济收益全部 “清零”，
2020 年村级集体经营收益 5887 万元， 并在全省率先实现
了农村集体资产全覆盖，达到了集体经济有发展、资金安全
有保障、干部清廉看得见、群众参与有途径，密切了干群关
系，获得了多赢效果，从根本上解决了集体资产监管难、财
务核算难的问题。

(通讯员 吴亚君 周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