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透析

农村开门“七件事”，即卫生保洁、垃圾清运、污水
管护、人员工资、社会保险、设备维修、项目配套等，
每一件都需要钱。这些开支来源，一方面依靠各级财政
支持，另一方面靠村集体经济收入。村集体“手里没把
米”，乡村振兴就停留于纸上谈兵。

村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壮大集体经济”。

我市在全国属于发达地区，但区域发展仍不平衡，村
与村之间经济实力差异很大。尤其是部分村庄经营性收
入偏少，缺乏发展后劲。2017年，全市集体经营性收入
10万元以下村580多个，占建制村的23.4%。根据安
排，我市2020年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要达到30万元，力
争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在10万元以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是一个探索了很多年的老话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
的新命题。时间紧、任务重，增强“造血”功能，关键
是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根据自身实际和特色，开辟
新的渠道，依靠好的产业、项目和经营机制。

海曙区章水镇地处四明山区域，村庄错落分散，交
通不便，增加村集体经济面临较多困难。去年9月，该镇
成立乡村振兴公司，采取镇村联营的方式，统筹散落在
各个村庄的闲置资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2019年，
该镇有望提前一年实现每个村经营性收入20万元。本
期，章水镇党委书记周宏杉作为受邀嘉宾，分析探讨章
水镇如何谋真招、求实效，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和活力，
促进村级集体经济路子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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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联营镇村联营，，激活激活““造造血血””功能的精准探索功能的精准探索
——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难题系列访谈之一

郑家村村民郑均海：前几
年，种植贝母效益不好，每亩
的收益也就一千元左右，只能
赚个辛苦钱，村里越来越多的
土地被抛荒了，茅草丛生。去
年，乡村振兴公司以每亩每年
800 元 的 价 格 流 转 村 里 的 土
地，大家重新把荒地开出来，
经过平整后就可以种植浙贝
母。现在，村里的土地连成
片，将重现大片贝母花盛开的
景象。我在浙贝母产业园打短
工，每天有 170元的收入，日
子越过越好。

杖锡花木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鲁根水：农村产业的发展，
需要政府的推动、生产基地的牵
动、营销“龙头”的带动和专业市
场的拉动。我们杖锡花木专业合
作社同步发展林下经济、民俗和
观光农业，但项目运作能力十分
有限。我期待乡村振兴公司尽早
介入樱花产业，开发出完整的产
业链，让章水的樱花走出大山。

专 家 点 评专 家 点 评

变则通，通则达，机制体
制的创新始终是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动力。章水以改革的办
法，跳出以村为主体发展经济
的思维定式，大胆探索，实施
镇村联建统营法，引导区域内
村集体以自然资源、承包土
地、资金、宅基地、闲置民房
等入股联合发展混合制项目。
同时，成立平台公司统一运
作，发展村集体经济中“资
源、项目、资金和人才”这四
个难题迎刃而解，真正将“输
血”变为“造血”。此外，“保
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分配机
制充分保证村庄的利益，并调
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实现可持
续发展。

（市农业农村局 俞跃伟）

记 者 何峰
海曙区委报道组 续大治 孙勇
通讯员 史媛
本版图片由章水镇提供

记者：章水在成立乡村振兴公司
之前，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不是也
走过弯路，遇到了怎样的瓶颈和困惑？

周宏杉：章水镇地处四明山的东
麓，境内有周公宅水库和皎口水库两
个“大水缸”，是重要的水源保护
地。由于山多地少以及远离中心城
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镇域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大部分村的集体经济
发展缓慢。2017 年，全镇村集体经
济总收入 2492.81 万元，看似颇高，
但补助收入2267.32万元，占总收入
的 90.95%。全镇村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只有 170.21 万元，16 个村的经
营性收入低于 10万元，数量占全区
一半以上。

虽然不少村曾经努力过，由于交
通不便、资源匮乏、人才缺乏等原因，
发展模式非常单一，主要依靠有限的
房屋和土地资源收取租金。村庄的

“开门费”主要靠部门补助，久而久
之，干部群众逐渐滋生了“以穷为荣”
的思想，部分村干部认为过日子靠

“两条腿一张嘴”，形成了谁有能力
“化缘”谁就是能人这样不正常的现
象，缺乏干事的激情和发展的思路。
因此，我们急切需要找到一个支点，
盘活整合闲置资产，稳妥推动项目落
地，重新树立“自力更生、发展壮大”
的价值导向，回到发展的轨道上来。

记者：乡村振兴公司的运作模式
是怎样的，目前进展情况如何？

周宏杉：根据章水的实际情况，
我们在去年 9 月份成立章水乡村振
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确立了“抱
团取暖、投资项目、保底收益、利益共
享”的运作原则。

镇政府作为发起人，以镇里的优
质资产——红溪水电站资产入股，占
比51%；20个村以村集体为单位按不
同资金比例入股，占比 49%。公司一
方面以市场价集中收购闲置或低效
利用的厂房、土地、山林等，通过规
划、提升和改造，把点状闲散资源串
联成线、包装成块，打造成优质资源
包，统一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培育乡
村业态、精选优质投资项目，实现资
源共享、效益最大化，带动村级集体
共同发展。

公司实行“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的分配机制。红溪水电站是只会
下蛋的“金鸡”，年收益在 200万元左
右，这块优质资产的注入，能确保每
个村每年 5万元的保底收益，乡村振

兴公司其他的利润，则按照股份分红，
但镇政府前一阶段不参与分红。

乡村振兴公司成立没多久，已经
实施了三个项目。其中，浙贝母产业
园项目和光伏发电项目已产生效益，
第三个项目是位于李家坑的“高山果
蔬农业园”，即将正式启动。2018年，
每个村获得公司分红5万元。

记者：从我市实际情况看，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中最大的困难是经
营性收入缺乏，自身“造血”功能不
足。乡村振兴公司如何针对性地破解
这一难题？

周宏杉：乡村振兴公司瞄准精准
二字，在制度设计上有的放矢，起到
示范引领推动的作用，带动村级经济
发展，破解一直困扰我们的村集体经
济发展中资源分散和资金、项目、人
才短缺的问题。

乡村振兴公司成立后，对于每个
村庄而言，获得了三个层面上的发展
机会。首先，随着乡村振兴公司优质
项目的落地运营，每个村每年得到的
分红逐渐增加，今年每个村有望实现
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村经济实力不
断增强。其次，在乡村振兴公司的运
作下，不少村庄的项目有望从规划走
向现实，如李家坑村的高山蔬菜园项
目谈了好几年，乡村振兴公司成立
后，迅速迈出实质性步伐。章水很多
村庄具有独特的资源，如杖锡的樱
花、茅镬村的古树群等，这些得天独
厚的资源，通过市场化开发、项目化
运作，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最后，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村庄将逐步有
能力独立开发运营一些项目，赚取租
金和经营性收入。三种收益持续叠
加，我们相信村庄将走上良性发展的
道路。

记者：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项目
开发是载体，引入市场力量是关键。
这既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更是
难点。乡村振兴公司在市场化运营、项
目化运作方面，体现出怎样的优势？

周宏杉：乡村振兴公司最明显的
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统一
运作，使分散的闲置资源有了价值；
二是解决了由于村庄实力单薄造成
的信誉不足问题。

乡村振兴公司集中收购各个村
的闲置资源，进行统一包装管理，每
年运作 2 至 3 个优质项目，获取稳定
的市场收益，实现滚雪球一样的发
展，这些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能产生效

益的资产。随着美丽经济的发展，随
着逆城市化进程的到来，章水的绿水
青山将为乡村振兴公司的发展提供
足够长度的“雪坡”。

以往，章水的村庄因实力有限，
很难吸引有实力的工商资本。乡村振
兴公司注册资本为 2612 万元，可以
统筹协调镇内的相关资源。乡村振兴
公司成立后，吸引了 20 多批客商前
来考察，已流转土地400多亩，其中一

半是闲置土地，盘活建筑600
多平方米，引进1700多万

元的工商资本入村。
记者：乡 村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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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在这一方面，章水镇有怎样
的后续安排，使这种模式具有发展的
可持续性？

周宏杉：共赢才能实现长久发
展。乡村振兴公司模式是一种创新，
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摸索着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兼顾村庄、村民、乡村振兴
公司和工商资本的利益。就镇政府而
言，拿出年利润 200万元左右的优质
资产入股，同时承诺前期不参加分
红，就是要让利于民、放水养鱼。目
前，每个村都在清点资产、对接项目、
寻找资金，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扭
转了等靠要的局面，这是多少钱都买
不来的。在开门经费不减少的情况
下，村庄开始有了经营性收入，有资
金进行村庄美化、项目引进等自选动
作，老百姓实打实得到了好处。

记者：对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困
难，大家反映最多的是资源不足、人才
缺乏、资本引进较难、好项目难找等，这
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在乡
村振兴公司的运作中，同时看到了股份
制、租赁制、合作制、混合制的身影，可
以说是一次体制机制的创新和突破。目
前看，这一模式还存在怎样的困难？

周宏杉：改革活农。与其说这是
一次创新，倒不如说是形势逼着我们
做出调整和探索。市里一直强调要创
新实行“三资”(农村资源、资产、资
金)“四制”(股份制、租赁制、合作制、
混合制)发展模式，增强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活力动力。按传统的方式，章水的
这些村应该各自开展经营创收，但短
时间内难以形成气候。以镇村联建方
式盘活闲置资源，这是一次创新，但其
实有章可循。我们是在充分理解政策
吃透政策的基础上，突出精准二字，灵
活运用“三资”“四制”，破解村集体经
济增收难题。

乡村振兴公司以租赁方式收取
固定收益，盈利较低，如果跟一般公
司一样收取营业税，那么实际收益非
常低，建议加大税收支持力度，免征
或减少营业税、契税等，以进一步增
强村庄发展后劲。

■一颗贝母的“复兴”期待

章水镇郑家村扼守着四明山
的山门，将山脚一方难得的沃野揽
入怀中。走进郑家村，丝毫不见冬
日萧条的景象，贝母嫩芽已迫不及
待地破土而出，平整连片的田野里
孕育着新的希望。不远处，几个农
民弯着腰正在清理抛荒的土地。

“乡村振兴公司介入浙贝母行
业后的第一个种植季，大家都充满
期待。”郑家村党支部书记郑宏国
说，浙贝母种植曾是这里的优势产
业，由于生产经营“低、散、乱”，鲜
贝母价格从 5 年前的每公斤 45 元
一路跌至去年的 13 元。“贝母卖不
出好价，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许
多土地被闲置下来。”郑宏国说。无
资产、无资金，缺乏经营人才，产业
发展不起来，增收致富就是一句空
话。更让人揪心的是，如此下去，章
水“中国浙贝之乡”的名头恐将旁
落他人。

去年 9 月初，乡村振兴公司整
合各村分散的土地资源，与杭州一
家公司合作，募得资金1200万元打
造浙贝母产业园区。“乡村振兴公
司负责土地流转、拆迁安置、基础
设施建设等，通过整体租赁收取固
定收益；杭州运营公司负责打造浙
贝母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邵将炜是当地浙贝母协会的负责
人，也是杭州运营公司章水项目的
负责人，“土地流转价格每年每亩
800 元，比市场价高出 200 元，郑家
村 100 多亩的流转土地中，近一半
是抛荒地。”

根据规划，园区最终将形成
1800 亩的规模。“通过科学种植和
及时清洗切片，重新打响章水浙贝
母的品牌，并通过加工成片剂和饮
料提升附加值。”邵将炜说，届时附
近种植户将受益于章水浙贝母信
誉的恢复，实现优质优价。在邵将
炜看来，乡村振兴公司介入后，当
地无序而分散的贝母行业将涅槃
重生，这一优势产业的复兴指日可

待。“好水好土种出好贝母，我们一
定会重拾父辈的荣光，将‘金疙瘩’
卖到全国各地。”

■一缕阳光的神奇转化

一个多月的绵绵阴雨后，上
周五，灿烂的阳光终于洒在四明
山上。章水里梅村村委会屋顶的
光伏板“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冬
日里的温暖，将缕缕阳光转化为
丝丝电能。“这是我们村安装的光
伏电板，由乡村振兴公司统一运
营，我们村每年有三四万元的分
红，村集体经济的账户上，又多
了一笔不菲的收入。”村党支部书
记赵焕成欣喜地说。

光伏发电是乡村振兴公司成
立后运营的第二个项目。“在海曙
区发改局的支持下，我们镇 16 个
集体经营性收入不足 10 万元的村
获得免费安装光伏电板，将这个总
投资约316万元的项目注入乡村振
兴公司。”章水镇镇长胡小峰说。

章水镇采取“点面结合”的
方式，在梅龙村、低坪村、燕麻
村、杖锡村、里梅村、大皎村、
茅镬村等7个点单独安装，在镇文
体中心和李家坑百步阶新村点2个
点集中安装。

“截至目前，除一个项目因电
力设施改造而等待并网外，其余
项目已成功并网发电。”胡小峰
说，乡村振兴公司将与安装方签
订后续维护协议，保证项目安全
稳定运行。据初步测算，项目运
营后，每个村平均年收益将在三
四万元，发电收益由乡村振兴公
司统筹分配各村。

■“一个菜园”的四年等待

这几天，李家坑村党支部书
记李红伟特别高兴。

“4年前吹出去的‘牛’，如今
要 实 现 了 。” 李 红 伟 说 的 那 个

“牛”，是李家坑几年前就规划建
设 一 个 “ 高 山 果 蔬 农 业 园 ” 项

目。有着“深山里的天坑”之称
的李家坑因漂流和吊红而声名在
外，相继获得“国家级美丽宜居
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山村”等
多个国家级荣誉。这些年，随着
民 宿 经 济 的 发 展 ， 游 客 越 来 越
多。建设一个农旅合作项目，让
游客有更为丰富的体验，同时壮
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成为李家坑人的夙愿。

“项目前景非常好，但苦于没
有启动资金和经营人才，雷声大雨
点小，这个项目进展缓慢。”李红伟
说，乡村振兴公司成立后，加大了
招商力度，加快了项目的进度。

“高山果蔬农业园是乡村振兴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运营的
第3个项目。项目建成后，能带动
30 余人就业。李家坑村集体经济
仅此一项预计每年增加收益近百
万元的同时，项目收益将进一步
扩大乡村振兴公司收益的分母，
惠及章水所有村庄。”章水镇副镇
长陈国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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