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土地和农民的关系调整
生产力被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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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改革赋能的“时代律动”
——“非凡十年”的农业农村答卷之四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尹照 张琥

土地和农民的关系调整，生产力被解放了；
体制和机制的不断理顺，村集体经济壮大了；
自治和共治的有机结合，美丽家园更宜居了；
……
党的十八大以来，株洲坚持把深化农业农村改

革创新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制定一批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一批重大改
革举措，开展一批先行改革试点，形成一批农业农村
改革株洲经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十年间，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初步
确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
农民的财产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广大农民对承包
地吃上“定心丸”，安心进城务工经商，开创了城乡协

调发展的新局面。
十年间，城乡关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城

乡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稳健，壮大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路子越走越宽阔，乡村“造血”功能、抵御
风险能力稳步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十年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乡风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新
高度，农村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一
幅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画卷正
在迤逦铺开。

十年深改，“三农”添彩。这艘旗帜鲜明的大船，正
以巨大的勇气、智慧和力量，冲破发展的堵点和卡点，
谱写出改革赋能的“时代律动”。

核心阅读

深秋，醴陵市均楚镇青山村，1300 亩艾草长

得葱葱郁郁，第三茬收割即将启动。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这个“艾草种植乡村振兴项目”，受益面

挺广。

但在几年前，村民并不理解。“小田变成大

田，田埂找不到了，四至找不到了，以后土地还是

不是我们的？”村民支持规模化发展，但也有自己

的顾虑。

过去，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基本

的生计保障，农村承包地存在面积不准、四至不

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许多农

民心里不踏实，土地流转障碍重重。

下好农业农村改革先手棋，关键在于巩固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确权颁证，是推

进农村改革的“基础工程”，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

应有之义。

2014年，我市在茶陵县严塘镇开展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2015 年，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在全市铺开。到

2018年，全市完成确权登记颁证村（居）1151个、签

订合同 59.3 万份、颁发证书 58.41万份、确权面积

226.8万亩，确权登记农户建档率达 100%，合同签

订率、证书颁发率均达到 90%，广大农民对承包

地吃上“定心丸”。

拿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青山村村民不

再犹豫，不仅土地能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还在

合作社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有了‘红本本’，

就不担心土地收不回来。”如今，村民们对农业规

模化经营充满信心。

近年来，我市还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健全县乡两级

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推广使用土地流转合同示范

文本，建立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项目审

核和风险防范制度，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流

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盘活农村土地。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闲置资产如何激

活成了新的问题。

2018年 6月，我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湖南

第一个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体推进试

点市。经过摸索，我市成功搭建全省首个市级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确定农村土地经营权、集

体林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等 9大类交易品种进入平台交易。

事实上，在此之前农村土地流转大多在私下

完成交易，双方的权益都得不到有效保证，“农户

怕老板跑路、老板怕农户耍赖、政府怕双方吵架”

的担忧时常发生，这不仅无法形成土地流转交易

的规模效应，也没法转换成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

政策红利。

2020年 11月，株洲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

正式运行，在全省乃至整个中部地区首创“4567”

模式，即在组织方式上通过依托乡镇服务站与村

社服务点，建设运营市县两级交易场所，构建“市

县两级交易，市、县、镇、村四级服务”网格化体

系，在赋能方式上打造全国领先的交易系统和大

数据平台系统，聚合农村产权交易鉴证、客户信

息大数据管理、融资担保、招商引资、大宗农产品

交易等五大功能；在运行方式上推行集“政、企、

银、交、担、保”于一体的金融服务模式，在管理方

式上按照“统一机构性质、统一市场名称、统一信

息系统、统一平台建设、统一交易办法、统一服务

标准、统一监督管理”的模式，开展农村产权交易

一站式服务。

该平台自运行以来，累计完成交易项目 612

宗，交易金额合计 8.3 亿元，流转总面积达到 40.6

万亩，在盘活资源资产、引领资本下乡、发展集体

经济等方面，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案例，为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

茶陵县火田镇卧龙村是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变美的过程中需要投入，筹钱的难度也在增加。

此前村里规划上马的休闲旅游体验项目，因资金

紧张一度停滞不前。株洲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

心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一块未承包到户的土地完

善相关手续后，办理了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鉴证

书。村里拿到红本本，建设银行茶陵支行提供了

184.2万元贷款，让一度按下“暂停键”的项目又活

了过来。

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不仅维护了广大

农民的权益，也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十年间，土地

和农民的关系不断捋顺，土地等生产要素快速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聚，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跑出

加速度，农村耕地流转率接近 50%，农村生产力

得到极大解放。

今年年初，醴陵市船湾镇狮力村村民一人一

票，选出了狮子潭幸福屋场理事会理事长，73岁

的党员刘爱山担任会长。

理事会有啥用？就好比村支两委和村民之间

的纽带，理事会成员在村里有威望、说话有人听，

很多工作由他们出面来做，效果好。

屋场建设之初，动用公共用地，村民站出来

反对。村干部各自划分责任区，村民理事会成员

挨家挨户登门开展沟通解释工作，刘爱山除了带

头捐款，还发动在外地的老乡筹集资金，反对的

村民脸红了，屋场建设顺利推进。

如今，狮子潭幸福屋场成为百姓最爱聚集的

地方，村容村貌极大改善，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

从屋场理事会到村民理事会，从“屋场会”再

到“村民议事堂”……近年来，我市不断探索创新

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搭建便捷议事平台，不

断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让农民自己说

事、议事、主事，让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在着力发挥自

治基础作用的同时，我市还注重发挥好法治保障

作用、德治引领作用。

完善村民自治运转体系，我市还出台了《株

洲市村务公开实施细则》，以“钉钉子”精神加快

推进村务公开，坚持方案、进度、监督“三个较

真”，在全市掀起一场“村务公开栏革命”，在全省

率先完成村务公开栏建设，全市 1016个村务公开

栏规范整洁、公开及时，全市 100%的村制定或修

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农村“一约四会”在

新风行动、道德引领、邻里协调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您已进入危险区域，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请

尽快撤离！”近日，在茶陵县严塘镇严溪村小河

边，一名村民的身影被不远处的摄像头捕捉到，

随即广播响起，劝导他离开。这是中国电信茶陵

分公司结合数字乡村平台建设，新上线的防溺水

应用功能。

严溪村水域开阔且水岸线长，野泳事件时有

发生。为了对溺水事件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制

止，中国电信茶陵分公司在所有易发生危险水域

安装了智能监控摄像头，并在村部“数字乡村”云

信息中心安装了监控平台。一旦有人靠近布控区

域，智能摄像头抓拍后，就会自动进行持续告警，

劝离人群离开。

探索乡村治理的新模式，需要把自治、法治

和德治相结合。不仅是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我市

还通过创新宣传形式，运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

传周、农民丰收节等时间节点和农贸会、庙会、集

市等各类场所，积极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乡村法治建设蹄疾步稳、扎实推

进。

攸县的“门前三小”，不仅成为该县的一个文

化品牌，同时也是党组织的前沿阵地。2020 年，

攸县“门前三小”成功入选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

型案例，建设经验获全国推介。

“门前三小”是指建在老百姓家门前的小广

场、小书屋、小讲堂，依托于回乡“种文化”的全国

道德模范夏昭炎教授而产生。2018年，攸县印发

《攸县“门前三小”工程建设实施意见》，采取以点

带面、分步实施的方法在整县全面铺开“门前三

小”工程建设。截至 2021年底，全县累计建成“门

前三小”工程 676 个，打造示范点 67 个，实现行

政村 100%覆盖，今年计划新建 100个“门前三小”

工程，其中示范点 22个。

“门前三小”工程的实施，丰富了人民精神世

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净化了农村社会风尚，

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精准破解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领域场所谁来建、建好怎么用、用完如何管等

系列症结问题，有效打通了为农服务“最后一公

里”。

从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

到创新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农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从积极发挥新乡

贤作用到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十年间，我市坚

持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乡村德治水平不

断提升。

走乡村善治之路，一幅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

序的壮丽画卷在湘东大地徐徐铺展。

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改革的力量激活了乡

土大地；告别昨日辉煌，开启崭新未来，株洲的

“三农”工作将坚持以改革为帆、以发展为舵，在

时代的波涛中继续破浪前行。

9 月底，茶陵县舲舫乡官溪村的特种鱼类

养殖基地，一批加州鲈鱼被打捞上岸，运往县城的

餐饮企业。村党总支书记周红云，嘴角挂着笑容。

过去，官溪村地少人多，村民大多以捕鱼和外

出经商为主，实施禁捕退捕政策后，渔民“上岸”失

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一大批主要劳动力都外

出务工，村集体发展活力不足、经济薄弱。

改变源于一场自我革命。2018年，官溪村被纳

入全市“三变”（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改革试点村，率先打响全市“三变”改革第

一枪。

村里聘请全国著名“三农”专家卢水生教授做

顾问，借助专家智慧，对“三变”改革进行方案设计，

为“三变”改革指明方向。按照设计方案，村党总支

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多次召集议事监事、村民代

表等召开会议商讨“三变”改革事宜，挨家挨户宣传

动员，仅用一个星期将村里闲置的土地、山塘、水域

等 1386亩土地统一流转到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村两委的号召下，官溪村发动 638户农户和

13 位在外经商人士共同筹集了 1200 万元股金，成

立了官溪洣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党组

织+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将 1386 亩土地入

股到村合作社、农业公司发展水产及黄牛养殖，按

期享受分红，把“死资源”盘成了“活资产”。

很快，官溪村按照统一规划挖鱼塘、修筑拦河

坝，引入洣水河的优质水资源，在全村建设了总占

地面积 1000 亩的四大家鱼养殖基地、中华倒刺鲃

和鲈鱼特种养殖基地以及鱼苗养殖基地。

三大水产养殖基地的建成，让官溪村一跃成为

茶陵县水产养殖重地。如今，许多当地的“老渔民”

不仅是务工者，更翻身成为了老板。

官溪村村民周运苟，原本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退捕上岸后一直从事鱼类养殖的行当，家里

条件十分艰苦。通过入股村里的养牛农民专业合作

社，工资收入和年终分红逐年递增，周运苟一家很

快摆脱了贫困，生活条件慢慢改善。

在这种全民参与发展的大好氛围下，官溪村集

体经济收入壮大了，产业发展方向明确了，农民增

收渠道稳定了，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了，基层治理水

平提升了。据统计，2018年至今，村民就地就近务工

收入达到了 500多万元；2020年、2021年村农业公

司共实现股东分红收入 215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由过去的零元，到去年实现了收入 20余万元。

官溪村的资源开发模式，是我市打破制约乡村

发展机制体制，创新发展理念的成功探索。

体制机制不断理顺，发展的模式就活了，路子

也就多了。近年来，我市抢抓湘赣边区域发展、乡村

振兴的重大机遇、抢抓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整市试点机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实

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强政策引导，创新发展

模式，拓宽发展路径，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实施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 12项措施，连续三年对 50个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先进村和 10 个示范项目进行奖补，支持村级集体

经济持续发展。深入实施党支部提质工程，创建省

级基层党建示范点 5个，打造市县基层党建示范点

100 个。深入落实“六个一”整顿措施，推动 14 名市

级党政领导带队联点整顿，全市 98 个软弱涣散村

（社区）整顿有力有序开展。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通过引导群众

发挥首创精神、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强化部门指导

等，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资源开

发型、产业带动型、股份合作型、资产租赁型、服务

创收型、飞地共建型、贸易拓展型等七类各具特色

的发展模式。

醴陵市茶山镇东岗村供销社积极抢抓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政策机遇，率先在全市开展

“三社合一”综合改革实践探索，促进涉农资源统起

来、利益联结紧起来、合作运转实起来。去年，东岗

村“三社合一”服务站实现销售总额 640万元，助力

村集体增收 20万元。

渌口区渌口镇结合村集体经济“消薄”攻坚，采

取“村集体+合作社+公司+种植大户+农户”模式，在

松西子、花园、均坝等村试种鲜食玉米 1000 余亩，

预计亩产可达 800 公斤，村级集体经济预计增收

200余万元。

数据显示，到去年底全市 1157个村社（其中行

政村 1014 个，涉农社区 143 个）集体经济经营性收

入 1.22亿元，村平均 10.5万元，全市“薄弱村”由原来

的 250个减少到 186个，有 64个“薄弱村”提前完成

“消薄”任务。

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让分散资金聚起来，

让增收渠道多起来，乡村的“账本”越看越有底、越

翻越提气。

2.
体制和机制的不断理顺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

3.
自治和共治的有机结合
美丽家园更宜居了乡村文化墙

描绘幸福图景

打卡美丽乡村

村民喜领产业分红

秀美的乡村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