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变资产 土地上“货架”
“0”元流转费

流转新模式
土地“长”出金

集体资产盘活
还需人才支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农村社会结
构发生剧变。城镇化催生出一大批闲置村小，并
村改革又催生出一大批闲置村部。

盘活这些宝贵资产，离不开政策和人才，尤
其是人才的支撑。有了人才的新思路与新活力
赋能，闲置资产才能成功对接市场，产生新价
值，焕发新生机。

近年来，我市多措并举地开展“迎老乡建家
乡”、乡村人才引进等活动，多层次培育“田专家”

“土秀才”等，逐渐吸引更多人才向乡村聚集。比
如渌口区红旗村的几个产业项目，都是本科毕业
后回乡的年轻村党总支书记联系促成的。

盘活闲置村部和村小，只是一个方面。人才
带着技术回来，带着项目回来，带着全新的思维
回来，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必将全面激活、
精彩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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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李
军 通讯员/凌琳） 炎陵县鹿原镇西草坪

村，被评为第五批“中国传统古村落”，也是“湘赣
边区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到岗后，

与村里努力创建“湖南省美丽乡村”，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并取得良好成效。

市派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进村到岗后，与支村“两委”携
手优化村庄规划、改善人居环境，助推产业发展。目前，西草坪
村现成立了炎陵县良坪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炎陵县鹏达基
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和炎陵县美悦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良坪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由于成立时间不长，驻村工
作队精心指导，帮助其完善内部管理和岗位职责及工作制
度。而鹏达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全村工程项
目运作，既增加村集体收入，也让村民通过务工获得劳

务收益。
保障“米袋子”、丰富“菜篮子”，村民鼓起

“钱袋子”，西草坪村 2021年集体经济收
入预计达到 20余万元。

沉睡的村部和村小逐渐被唤醒

闲置资产盘活
产业种子“破壳”

正在进行“门前三小”项目改造的醴陵
将军村老村部，已完成外部硬化。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 成姣兰 摄

正在改造中的村小，完成后将作为蘑菇生产基地使用。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
者/李军 通讯员/凌琳） 2021 年 12 月

23 日，市乡村振兴局与株洲农商银行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签约仪式暨乡村振兴卡首发仪式举

行，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布福祥乡村振兴系列主
题金融产品。据介绍，为支持乡村振兴重点项目、重点产

业，株洲农商银行未来 5年计划累计投放服务乡村振兴贷款不
低于 100亿元。

据悉，福祥乡村振兴系列主题金融产品包括“福祥乡村振兴
卡”“祥林权抵押贷”“福祥乡村振兴 e 贷”等 16 个信贷产品。比如，

“福祥乡村振兴 e贷”则利用线上平台优势，简化贷款流程，授信额度
最高可达 50万元等。

近年来，我市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金融助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商银行通过小额信贷政策为贫困户发放贷款，有力促进了贫困
户的产业发展，增强了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截至目前已累计为
2.9万户脱贫户和监测户发放小额信贷近 12亿元。市乡村振兴
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湘元说，加强政、企、银合作，建立新型

政、企、银伙伴关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
重要途径。希望农商银行继续支持乡村振兴事

业，以金融“活水”助力激荡乡村振兴的
“一池春水”。

签约仪式暨乡
村振兴卡首发仪式
现场。（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张媛
通讯员/徐薇

土地，曾被农民视为“命根子”，
随着乡村振兴的步伐，如今加速流
转变成“活资产”。在壮大集体经济
的道路上，土地正成为“生金法宝”
和农村发展的内生力。

土地变资产、“0”元流转费、土
地上“货架”……我市依托土地做

“嫁衣”，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
农村分散的资源逐渐聚集，模糊的
产权渐渐明晰，集体资源走上市场。

村里建厂房
流转的是效益

背靠京港澳高速，离伞铺收费
站只有 700多米，这样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让天元区三门镇月福村成为
一块“福”地。

如何将这块“福”地物尽其用？
月福村村支两委有了自己的想法。
2017 年，月福村在天元区率先拉开
了“三变”改革试点的序幕。

如何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月福村村支两委认
为，要走一条资源效益最大化的“生
金路”。村党支书记杨大召说，单纯
的土地流转，是不能将资源的效益
最大化。月福村转变思想，自建厂
房，摇身一变成为“房东”，收取租
金，让土地资源具备持续且强大的

“造血”功能，让村集体经济不断发
展壮大。

2017年 6月，月福村一边结合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农民入股
的方式成立月福置业有限公司（简
称“月福置业”），一边引进企业，筹
集资金自建厂房。

2018年 7月，月福村引进湖南裕
农蔬果鲜切项目，按照项目标准投
入资金 2000多万元建设厂房和基础
设施。

在成立月福农产品加工园后，
2021 年，湖南叁农现代农业产业园
智能蔬菜基地落户月福村并实现
投产。

“现在，我们的甜心菜、紫薇菜、
奶油白菜、雪里金花、小亲椒、螺线
椒、弗兰人辣椒等特色辣椒品种都
已经上市了。”湖南叁农现代农业产
业园智能蔬菜基地负责人萧军表
示，这样的合作模式，让企业轻装上
阵、拎包入户，大大减轻企业压力。

杨大召笑着说：“现在，每个月
月福置业的账户上都会定时有 11万
元的房租入账。”

月福村还以种植结构调整为契
机，通过收购农民自家种植的蔬菜、
花卉，进一步促进农民种植积极性，
优化全村种植结构。

创新土地流转新方式，月福村
在年底按成员股份进行分红，实现
土地“动起来”到村集体“富起来”
的转变。

据悉，月福村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早已突破百万元。

“0”元流转费
流转的是信任

2021 年 12 月 30 日，雷打石镇胜
塘村挖机轰鸣，几口大鱼塘正在清
淤和消毒。按照村民的说法，今后钓
鱼不要去远方，就来胜塘路亚基地。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
村里土地资源，胜塘村绞尽了

脑汁。
今年，胜塘村首创

零元流转费，有效利
用土地资源，凝心

聚 力 发 展 村 集
体经济，让土
地“生金”。

胜塘村
有 耕 地
1300 多亩，
2017年，天
元 区 开 展
种 植 结 构
调整，胜塘
村的土地不
适宜种植水

稻，要求改种
其他作物，政府

给予一定的种植

结构调整补贴。截至去年年底，补贴
到期。而且，土地被抛荒，村民将得
不到 105元/亩的耕地地力补贴。

没有了补贴，不能抛荒，更不知
道种啥，今年年初，这个消息在村里
炸开了锅。

胜塘村各村民小组组长纷纷找
到胜塘村村支两委诉苦，“很多村民
反映，这一亩三分地，能干什么？要
不然我们不要钱，由村里统一想办
法吧。”胜塘村党总支书记包小军
开 始 也 是 拒 绝 的 ，毕 竟 对 农 民 来
说，土地是“命根子”，以前只听说
过为了流转土地，或者不配合，或
者要价太高的情况，“不要钱，想都
没想过。”

问题来了，还是要想办法解决。
胜塘村村支两委思量了许久，村里
的 土 地 一 亩 也 不 能 抛 荒 ，还 要 让
1300 亩的耕地“活”起来，让村民口
袋“鼓起来”。

去年 3月下旬，胜塘村召开村民
议事会、村务监督会、理事会、监事
会、村民小组长会等。“单打独斗风
险大，抱团取暖效益高。”村民们纷
纷响应。

去年 3 月 25 日，胜塘村村级丰
胜土地合作社实现了零成本拿地。

经过近半年的招商引资，目前，
胜塘村已经引进 5 家单位分别种植
玉米、莲蓬、蔬菜等作物，全部土地
得到了有效利用，今年村集体经济
纯收入达 27万元。

“由于老百姓对土地的感情深，
以往零成本在村民手里拿地想都不
敢想。”包小军说，“按照合作社章
程，等合作社壮大以后，将合作社
70%收入用于村民分红，30%用于村
集体。”

土地资源上“货架”
流转的是安心

2021 年 12 月 29 日清晨，天刚微
微亮，群丰镇新塘社区的部分田间，
大马士革玫瑰花园里，许多工作人
员散落田间，除草施肥，等着来年大
马士革大丰收。

“玫瑰花摘了一茬又一茬，带动
100余户农民就业，农民一年可增收
1000元。”湖南慕她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慕她生物”）科技副总
经理许来军告诉记者说。

2015 年 1 月 ，项 目 刚 启 动 时 ，
公司从新塘社区流转土地 1500 多
亩。“由于前期公司流转的面积较
大，所签订的合同并不规范，相关
手 续 也 不 完 善 ，不 具 备 合 法 的 法
律 效 力 ，公 司 的 合 法 权 益 得 不 到
有效保障。”许来军说，“一直是一
块心病。”

“今年 2 月份，株洲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给出了专业指
导。”许来军说，因规范合同的前置
程序比较繁琐，涉及的资料较多，涉
及面积较广，耗费了整整 3 个月的
时间，慕她生物终于将所有流程手
续及资料整理到位并领到了交易鉴
证书。

前年，株洲市在全省率先建成
首家市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
并建立起市、县、镇、村四级服务网
络，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体系，越来越多的农村闲置
资产可在该平台进行交易。

该平台给受让双方一颗“定心
丸”，让土地流转也上“货架”。公司、
个人都可以通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平台流转土地，受让双方都能拿到
白纸黑字的土地交易鉴证书。

在 株 洲 市 农 村 产 权 流 转 交 易
平 台 上 ，荷 塘 区 仙 庾 岭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雷 打 石 镇 先 锋 村 上 、中 、
下鹅掌组土地经营权流转……如
今 ，越 来 越 多 的 土 地 在 公 众 号 上
被推荐。

随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走向规
范化，这种土地流转模式，正在乡村
慢慢普及开来。

株洲日报 .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郭佳

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村小合并、村部合
并，近年来，大量村小、村部闲置。乡村振兴号角
吹响，人才返乡、产业下乡，带去了新思路，开拓
了新路径，这些农村闲置资产摇身一变，成为集
体经济壮大的新阵地，乡村产业孵化的新摇篮。

近日，记者走访渌口区、醴陵市、天元区等
地乡村时发现，在昔日荒废的校园和村部，改造
建设热火朝天，一个个产业项目落户，一座座村
民文化休闲场馆出炉，乡村发展动能强劲。

人才下乡

乡村闲置资产“变身”产业孵化器
年终时节，渌口区古岳峰镇三旺村村支两

委有点忙。闲置 4年的村部引进了新项目，即将
动工改建。该村湖南工业大学产学研合作基地
生物源农药正在申请省级立项。

时钟回拨至 2018 年，渌口区实行科技专家
特派员制度，拥有多个规模种养殖项目的三旺
村，迎来了市农科所的研究员和湖南工业大学
生物绿色防控和养殖博士。

经过三年科研帮扶，依托当地产业，科研专
家开发出巴马香猪生物饲料，培育出百合新品
种龙牙红，研发了昆虫病原线虫试剂生物农药。
绿色防控研发助力绿色生态种养殖，该村香猪
顺利通过无公害认证，种植的辣椒和玉米也获
绿色认证。

三年合作，三旺村生态养殖绿色防控理念
与专家团队高度契合。研制的昆虫病原线虫试
剂已经不断成熟，目前，线虫到了大量扩繁阶
段，借用的公司基地，已经无法满足进一步研究
和扩大生产。

是否可以成立新公司发展成产业？
双方一拍即合。2017 年三旺村与红宜村合

并，新村部放在老红宜村，三旺村村部就闲置下
来。新公司厂址，放在了闲置 4 年的老村部。三
旺村村委委员文俊介绍，2006 年之前，老村部
实际上是三旺小学。村小面积将近 600平米，适
合做厂房，改造成本也低。

说干就干，新公司与村部签订协议，前五年
租赁厂房共同孵化，五年后经营效益良好，村集
体再注资扩建。

以闲置村部、村小为村级产业孵化器，古岳
峰镇各村正铆足干劲：在红旗村，原栗术小学经
过两个月改建和添置设备，一个近 3000平米的
菌类种植基地已于元旦启动生产：在原坝塘村
村部，一个莲产品多样深加工公司已经注册，即
将入驻；在腰塘村，药糖厂已投产两年，最近，村
集体从该厂提取分红 5万元。

“更重要的是，我们敢于尝试了。”腰塘村村
干部表示，药糖厂稳定后，他们又在镇乡村振兴
办带领下，从福建农林大学引进了巨菌草种植
项目。今年，一经收割粉碎，2000多吨待发酵的
草饲料被抢购一空。

2022 年，村里计划将规模扩大到 1000 亩，
并发展牛、羊、驴三个养殖场，这势必要扩大巨
菌草加工场地。目前，村里计划在原有林场兴建
加工基地。

记者了解到，随着新一批驻村工作队进村
到岗，产业兴乡理念影响之下，全市各乡镇闲
置村部和村小逐渐被唤醒，或引进项目，或共
同培育，或村集体独立运营，闲置资产不再闲，
产业多点开花，成为村集体经济和乡村振兴新

的发力点。

因地制宜

“小村部”也能做文化“大文章”
除部分以村小改建的老村部外，闲置村部

一般仅一百余平米。租不出去，产业引不进来，
浪费了甚是可惜。不过，时下的株洲乡村，除了
产业建设忙，文化场馆改建也是热火朝天。

以建设“门前三小”（小广场、小书屋、小讲
堂）为契机，不适合发展产业的小村部也迎来了

“春天”。
醴陵市将军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黄

卫正介绍，该队负责将军村、永兴村、油田村三
个村的乡村振兴工作，“门前三小”建设是工作
队接下来要干的“大事”之一。

以将军村为例，经过两次并村改革，将军村
合并了周边四个村，闲置了两个村部。大村名气
大，资源多，有发展前景。但文化场地集中到一
个村部，承载不下，老百姓也不方便。

合并前的湖潭老村部位于一所小学附近，是
附近的人口集中地。黄卫正牵头村集体商议后，
大家一致支持建设“门前三小”。依托“门前三
小”，将闲置村部变为青少年和老年活动中心，解
决放学后“小孩无处玩、老人无处去”的烦恼。

对于将军村老村部，工作队和村里计划着，
借助“左家老屋”的名气和周边旅游资源，将其打
造为独具特色的研学基地，承接田间课堂和红色
教育等活动。目前，该村正与湖南工业大学专家
团队一起，评审第一稿规划设计方案。

除将军村外，黄卫正等驻村干部负责的永
兴村、油田村老村部“门前三小”项目也在推进
当中。

而在天元区，雷打石镇先锋村、三门镇南江
村则另辟蹊径，将闲置村部打造成承载乡村文
化记忆的农耕记忆馆，成为村里的网红打卡地。

在先锋村的“初心农耕文化馆”，该村党总
支书记郭启红介绍，该馆集旅游观光、休闲体验
和文化传承于一体，让闲置的老村部焕发了新
的光彩。三门镇南江村“南江记忆馆”，开馆以来
已累计接待 2万余人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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