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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招式”，资源开发是基础
醴陵玻璃椒红遍明月镇多个乡村，千亩迷迭香飘香孙

家湾镇观前村，而官庄镇瓦子坪村，则酿出甜蜜的蜂蜜产

业……

翻阅《选编》会发现，醴陵乡村振兴的热土上，各乡村

（社区）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精彩纷呈。即便没

啥优势资源，有些村也能开拓思路、视野向外，独辟蹊径地

闯出一条路来。

比如石亭镇永红村，通过引进永财新型墙体材料厂，

村里流转山地近 30亩，破解了村级山地资源难以开发的问

题。同时，村委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牵头成立种植合作社，

流转 500多亩田土种植草皮，实现 100余人务工就业、为村

集体经济增收。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个村都有“账本”，发展空间

也不尽相同。《选编》的一大亮点是，它通过收录 34个村（社

区）的案例，梳理总结了六大“招式”：资源开发型、产业带

动型、股份合作型、资产租赁型、乡村旅游型、服务创收型。

细数各类型的案例数，资源开发型案例最多，12 个案

例在总数中占比近四成；股份合作型以 6个案例位于第二；

产业带动型和乡村旅游型的案例都是 5个，并列第三。

实际上，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六种“招式”虽有侧重，但

资源开发始终是基础，盘清并整合了资源，资产转化才有

底子，产业发展才有方向，村集体经济增收才有“活水”。

纵观《选编》里的案例，分析茶山镇东岗村的经验，可

达到“解剖麻雀”的效果，带来多方面的启发。

东岗村的经验是“村社共建”，成立村级“三社合一”综

合管理服务站，以村供销社为主导盘活资源：整合 5800亩

土地、山林、水塘等，实行集中托管；整合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实行“村供销社+合作社+基地+农

户”规模化经营。

同时，东岗村供销社定位为“生产服务者”，不直接从

事生产，主要负责制定标准、提供服务，依靠发展加工、销

售和创建品牌，通过企业化管理模式，逐步搭建全链条服

务，使“零敲碎打”变为“综合统筹”。据悉，2021年以来，该

村供销社发展了油茶基地、龙虾养殖基地、药材种植基地、

莲藕种植基地、瓜蒌及花木基地，助力村集体增收 20万元，

新增就业岗位 30多个。

做强产业，村集体经济增收有依托
村级集体经济要壮大，《选编》透露的答案是：先要做

大做强各村（社区）的产业，只有产业基础扎实雄厚，增收

才有“源头活水”。

仍以上文的东岗村为例。在“村社共建”建成油茶等多

个产业基地后，村级党组织领头，打造了集餐饮、种植、养

殖、休闲垂钓于一体的东岗生态农庄。其中村级集体占股

38%、村民占股 62%，累计集资 600 余万元，征租土地近百

亩。如今，东岗生态农庄在醴陵已小有名气，每年人均超

5000元的红利让村民得到实打实的收益。

浦口镇荣坪村也是典型案例。从一粒种子到一个产业，

该村依托一株小菜苗“种”出了400多户村民的幸福生活。

2019年，荣坪村与醴陵市供销惠农服务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成立荣坪村供销惠农服务社，通过村级供销惠农服

务平台，育苗户们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品牌共创的利

益共同体。

荣坪村供销惠农服务社成立前，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仅

2.8万元，2021年，通过土地流转、销售种子、农资化肥，收入

24万余元。如今，荣坪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育苗基地，

20多个品种的蔬果苗远销全国多个省市。

同时，荣坪村 776户村民，从事蔬果育苗行业的达 400

余户，比例超过一半。村里“亩产万元田”“年收十万元户”

层出不穷，八成家庭开上了小汽车。集体经济充裕了，共同

富裕也有了基础。

《选编》显示，构建产业支撑后，各村（社区）的村集体

也就有了增收渠道，只是参与方式不完全相同。比如，有的

村集体 100%占股成立企业或服务平台，进行经营或收取托

管服务费；有的村集体会邀请村民参股。

诸多案例中，泗汾镇茶田村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

兼顾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相关经验值得借鉴。

2020年 4月，茶田村成立公司流转土地 900余亩，开发

打造了茶田月色生态乐园，村委会以服务入股占股 18%，股

东还包括乡贤、贫困户等。茶田月色生态乐园名头打响后，

直接带动了脱贫户增收致富。

具体方式是，村委会将 5万元国家贴息贷款入股，若项

目盈利未回本则对脱贫户支付利息，若盈利超 5万元，则向

其支付本息以及分红。对换届超龄不能再任职的村干部，

均由公司聘请为部门经理，每月领工资，公司盈利后还可

享受分红，破解了村干部离职后的去向问题，充分调动了

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舞好“龙头”，党建引领不可或缺
翻遍《选编》34个案例会发现，六种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模式，都离不开党建的带动引领。所有案例的“案例点

评”部分，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党建引领”。

李畋镇新树村便是其中的典型。

曾经的新树村，村干部各自为政，8年内换了 6任“村书

记”，其中有 4人因违纪违规被免，是出了名的软弱涣散“后

进村”。2017年村两委换届，返乡创业大学生施海祥被推选

担任村党总支委员，2021年又高票当选村党总支书记。

“哪里出了问题，就从哪里补课。只有抓好党组织建

设，才能为新树村发展提供根本保障。”施海祥说，上任后，

他以党建为“龙头”，建强组织治乱象、树新风，吸纳各行业

的优秀分子，特别是技术骨干和致富带头人加入党组织，

筑牢党建堡垒。与村“两委”成员商议后，他带着村里在显

要位置建设了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百米文化

长廊。

短短 4年多，如今的新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5万元，合

作社年产值近 5000 万元，参社农户户均分红增收近 3000

元，从“后进村”一跃成为“明星村”。

党建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带动单个村（社区）的集体经

济，更能为乡村产业发展领航，推动规模效应与品牌效应。

比如，明月镇的“百年老椒”玻璃牛角椒，早在明清时

期就被列为贡品。过去，受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习惯，以及

市场意识不强等因素，玻璃椒多为散户种植，未能形成规

模化种植。

2018年，明月镇党委乘着“醴陵玻璃椒”获评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的契机，抢抓机遇，打破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

设置党组织的方式，因地制宜组建联村党委，将 6个村级党

组织和岩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个企业党组织的玻璃

椒资源整合，打造了“联村党委+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该模式由联村党委把关，村集体入股，企业经

营，农户务工，引领玻璃椒成片开发、组团发展。4年间，全

镇玻璃椒种植规模已近万亩，品牌价值极大提升。

无独有偶，枫林镇彰仙村为打造“彰仙福地”品牌，与

同镇的隆兴坳村形成“党建联盟”，开启“三共”发展模式：

共享发展资源、共设旅游线路、共建美丽乡村，利用优质红

色资源，打造文旅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该村培育 10余个

以农家乐、合作社等为主要形式的新型经营主体，预计今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将超过 50万元。

壮大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党建“龙头”舞起，全

盘皆活！

把失去的时间
“抢”回来

讲述人：市派驻荷塘区仙庾镇樟霞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 姚恺

12 月 1 日，天气预报上说，今日雨夹雪，气温 1 摄

氏度。早上起来一看，雪似乎没下，但冷得令人瑟瑟

发抖，尤其是寒风迎面扑来，脸上和手上像被刀子刮

着一样。

所幸疫情形势好转之后，我们工作队回了一次

家，大家把棉衣和羽绒服都备上了。从 11 月 2 日凌晨

的紧急核酸检测工作会议开始，到 11 月 21 日，工作

队队长杨溪带领我和刘清两名队员，在村上连续战

“疫”，一直在村上坚守。

那段日子，每天早上 7 点，我们工作队和村“两

委”碰头开例会部署抗疫工作。然后，大家马不停蹄

地组织村民做核酸检测、运送隔离村民生活物资、设

立疫情防控卡点等。从早到晚，我们冲在一线，忙得

连轴转。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11 月底，工作队协助村里继

续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同时“多条腿走路”，统筹推进

各项驻村工作。

乡村振兴包括诸多层面，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基础上，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需要

协同发展。驻村一年多来，我们工作队多点发力，取

得了不少成效。

12 月的第一天，我们工作队也是一早就开始了

忙碌。

做强产业，工作队盘活村里优势资源，大力发展

万亩油茶种植产业。疫情突袭之前，我们就在积极申

报“樟霞古树茶油”国家地理标志，和村里争取资金

投入约 100 万元利用村现有楼房打造“樟霞古树茶油

坊”。按照原计划，茶油坊 11 月就要运营投产，无奈疫

情打乱了节奏。

疫情形势一好转，我们工作队和村里加班加点

推进。11 月 30 日晚上，茶油坊的设备已全部调试到

位，包装盒等物料即将送达，我们正在着手向村民收

购油茶籽。茶油坊的兴建，旨在提高樟霞村茶油附加

值、增加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初步估计，今年就

能实现纯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 20万元。

同样在紧锣密鼓高效推进的，还有村民健身广

场，以及将清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的“幸福屋场”建

设。在村民健身广场，塑胶篮球场和羽毛球场的篮球

架等已架设到位，下一步是铺设塑胶。“幸福屋场”的

建设也进入收尾阶段。

回首驻村一年多的岁月，我深感时光不负有心

人。

去年 5 月到岗后，我们工作队坚持生态优先，根

据樟霞村地处长株潭绿心地带的村情实际，在原村

废弃砖厂新建樟霞生态休闲公园，深入开展“房前屋

后”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及“小三园”建设活动，将樟霞

村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基础上成功创建为

“省级特色精品乡村”。

此外，工作队突出治理效能，指导村“两委”完善

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工作章程，

指导村里完善村规民约以及村规民约积分考核办

法，助力樟霞村摘获“省级十佳村规民约”“省级乡村

治理示范村”等荣誉。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樟霞村乡村振兴的前

景无限。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整理）

我省乡村建设行动
实施方案发布

株洲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军） 近期，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湖南省乡村

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围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 12项重点任务。

《方案》明确，到 2023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村

庄规划编制，实现规划管理依据全覆盖，严格农

村居民建房规划审批管理，严禁随意撤并村庄搞

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实施农村道路

畅通工程，全面开展“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到

2025年实现 50%以上的县市区达到省级城乡道

路客运一体化示范县水平。实施乡镇通三级以上

公路改造 3000公里，重点建设农村产业路、旅游

路、资源路 1.8万公里。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 88%，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物流快递全覆盖，

千兆光纤通达率和 5G网络覆盖率均达到 80%以

上。围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我省还强化农产品

仓储保鲜和冷链物流建设，计划到 2025年，建设

新增冷藏保鲜能力 100万吨以上。

打通乡村供电服务
“最后一公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凌
琳） 近日，记者从市乡村振兴局了解到，我市将

破解供电难题作为突破口，探索实施“村电共治、

便民服务”工程，有效提升农村电网电力水平，全

市乡村平均供电服务半径由原先 25公里缩短至

1.5公里，农民对电力保障满意率升至 98.47%。

今年 3月，我市创新启动“村电共治、便民服

务”工程，由市乡村振兴局、国网株洲供电分公司

共同制定实施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紧盯问题，靶

向施策。

为改变供电公司“单兵作战”工作模式，我市

以“乡镇主导、村组主责、供电支撑”为核心，建立

乡镇与县区公司、村组与供电所、村委电力联络

员与台区经理的三级联动服务网络，将收集用电

需求、排查电力设施隐患、宣传用电常识等工作

“一竿子插到底”。短短 2 个多月，各县区供电公

司与 107个乡镇（街道）、1383个村（社区）签订协

议，电力便民服务点在所有村（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完成授牌。

据了解，铺开“村电共治”以来，我市基本搭

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供电服务网络，有力

提升农村地区的供电服务质量，百姓办电不出村

成为常态。

我的驻村日记

11 月疫情突袭，姚恺（中）和工作队为隔离村民

运送生活物资。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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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本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
迅先生的这句名言，也可用
于今天乡村振兴的实践。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
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如何
发展壮大？这是一个探索性
问题，我市也明确要求，集
体经济“薄弱村”年内全面
清零。

近日，《醴陵市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案例选编》
（简称《选编》）发布，据称是
全省首个由县级独立编印
的相关汇编。醴陵的实践为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支了哪
些招？带来了怎样的启发？
记者就此进行了解读。

联村党委赋能规模化发展，明月镇的玻璃椒喜迎丰收。受访单位供图

千亩迷迭香飘香醴陵市孙家湾镇观前村。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