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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围绕
“创新发展路
径，做大做强
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主题展
开协商。

观海新闻/
青报全媒体记
者 于滈 摄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充分
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仅靠一两个“能
人”的个人能力和奉献精神，会导致
责任与利益的不匹配，无法长久运
行，应创新经营模式，绑定集体和成
员的利益，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利益共同体。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
“谋定而后动”，做好顶层设计和全
局谋划，找准切入点，坚持运营前
置，深挖发展潜能，实现资源优势和
市场需要的有效衔接。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可
能在农村内部封闭的状态下完成，
必须借助开放的城乡融合发展环
境，通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城
乡资源优势互补。

近日，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职能部门负责人与记者前往平度市清
水新村、即墨区鳌角石村、莱西市产芝湖
新村等典型村庄，围绕“创新发展路径，做
大做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题深度调
研，在田间地头、农家炕头，倾听民声民
意、共商富农良策。

4月26日上午，由市政协委员联络
活动工作室、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青岛日报社共同打造的“倾听与商
量”协商平台第22期协商活动举行。政
协委员、专家学者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面对面协商，提出打好改革牌、科技
牌、特色牌，从组织、人才、产业、文化、服
务等方面发力，为加快建设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先行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探索路径、创造经验、提供样本。

本期协商活动由市政协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承办。

调研第1站 平度市清水新村

党建引领 培育“头雁”

清水新村有19575亩耕地，其中3/4
用来种植粮食，是典型的以种粮为主的
纯农业村。该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在外
打工，农业收入在村民总收入中占比不
高。市政协委员、清水新村党委书记、村
主任王玉芹带领村民组建了平度市第一
个高效的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开展农
机服务、土地流转，同时创新了农田托
管、无人机喷药等新业务，实现了农田增
产、农民增收，但清水新村几乎没有集体
资产，村集体发展壮大存在困难。

市政协常委、青岛新联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王玉静分析，清水新村目前走的是

“能人”带动型的发展道路，王玉芹作为全
国劳动模范、累计产粮上亿斤的全国种粮
大户，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目前，王玉芹联合部分村民共
同出资成立公司，开展土豆初加工业务，
将51%的干股贡献给清水新村，预计每年
可帮助村集体增收50万元左右。“清水新
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探索已经起步，但村集
体靠吃干股不是长远之计，增强造血能力
是当务之急。”王玉静说。

“典型农业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离不开王玉芹这样的‘能人’，但一个

好汉三个帮，必须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
性。”山东农业工程学会乡村振兴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高璇说。

“雁飞千里靠头雁，村干部作为发展农
村集体经济的‘领头雁’、农民致富的‘主心
骨’，其履职能力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成
效。”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宋晓介绍，近年
来，市委组织部会同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强
村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试
行）》，创新推出 20 条措施，着力健全村党
组织书记全链条专业化管理机制。市农业
农村局也创新开展乡村产业振兴“领头雁”
工程，培育“领头雁”6万余人。

市政协常委、青岛农业大学乡村振兴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中华建议，清水新村
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让村集体从吃干股
转化为依靠管理优势和居间优势持股，将
农村分散的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市场组织
起来，引导小农户步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党的领导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定海神针’。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困难
在哪里，乡村产业振兴难题在哪里，党建引
领的重点就在哪里。”宋晓表示，加强党建引
领，选拔致富带头人为“头雁书记”，积极发
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
上，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由“输血型”向“造
血型”转变，促进“换挡提速”的重要路径。

调研第2站 即墨区鳌角石新村

科技赋能 盘活资源

螯角石新村有良好的农村风貌和自然
环境资源禀赋，很早就开始种植茶叶、芋头
等经济作物。通过党支部领办的茶田花海
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丰源文旅专业合作社，
鳌角石新村盘活利用茶厂、厂房、村集体山
林和梅花谷2800余亩山林，蹚出了一条农
民致富、集体增收的路子。

鳌角石新村在优化利用资源方面的做
法得到了委员、专家的肯定。李中华在调
研中发现，鳌角石新村通过盘活农村的闲
置资源，变闲置资产为有效经营资产，在发
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赛道上“先行
一步”，其中的一些操作堪称范本。

“鳌角石新村以每亩地80元的价格出
租了梅花谷2800余亩山林，看起来收益不
多，却是盘活整体资源的一招妙手。”王玉

静说，梅花谷原本只是一片很普通的山林，
出租后撬动了10亿元投资，蝶变为国内最
大的梅花谷产业园区和新兴网红打卡地，
2021年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

“鳌角石新村将闲置农房回收，转租给
供销社和第三方公司发展民宿，目前已经
回收96户房屋，预计将为村民和村集体增
收340万元。”李中华说，在快速的城镇化进
程中，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农村空心化，部分农房闲置。相当
一部分的城市居民出于对“农夫、山泉、有
块田”的向往，希望到乡村休闲康养、旅游
度假，闲置农房或宅基地受到他们的青睐。

“我市近日印发了《关于党建统领乡村
公共资源共享促村集体增收的指导意见》，
充分盘活利用农村闲置、低效利用、私占乱
占的资产资源，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源头
活水’。”宋晓介绍。

调研第3站 莱西市产芝湖新村

抱团发展 多元“共富”

产芝湖新村邻近城区，背靠湖泊、环境
优美，民俗文化独具特色，产业振兴“家底”
厚实。近年来，其以“山、水、林、田、乡”的
优质生态空间格局和多元文化汇聚的场地
特征为基础，以耕读文化为核心，配套休闲
旅游产业，积极推动集体经营向市场运营
转变。产芝湖新村以“合作社+平台公司+
运营公司”为主体，成立乡村振兴强村富民
公司，运用市场手段实现产业植入、产品变
现，推动美丽乡村化身“美丽经济”。产芝
湖新村作为莱西首家混合所有制共富公司
的诞生地，备受各界关注。

“共富公司体现了‘组织力+市场力’，
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王玉静
说，成立共富公司后，产芝湖新村引入奶牛
养殖企业博宇牧业，流转2000亩土地发展
循环农业，整合10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
农产品纳入“产芝老家”品牌，实施品牌化
管理，把村内长期闲置的小学改造为国内
第一家国际标准的特殊儿童关爱康教基
地，提供配套岗位近千个。

莱夷印象（山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职业经理人徐卫峰认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需要突破人才瓶颈。共富公司需要更多
有情怀、懂市场、亲农民、爱农村的职业经理
人，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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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路径 赋能乡村振兴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热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解题良策

更多探索已在路上
——写在调研协商之后

清水新村、鳌角石新村和产芝
湖新村正在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实
际的发展路径，它们代表着青岛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
不同阶段。当下，青岛 908 个行政
村和 210 个涉农社区正在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赛道上竞速发
展、竞逐前行。参与调研和协商的
各方代表认为，青岛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发展仍需要从模式探索、思
维转变、风险防控等方面着手，探
索更多元的经营模式和更具创新
力的发展路径。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建
立在城乡融合、优势互补的基础
上。”王玉静建议，青岛可参考四川
省宜宾市李庄镇安石村的发展轨
迹，通过“四方共建”（村集体组织、
村民主体+投资建设公司、专业文
旅公司）开展城乡资源的融合发展，
吸引城市居民体验有泥土芳香和青
春气息的乡村旅游。

“青岛可从机制体制改革着手，
打造复合型发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范本。”李中华调研过全国100多
个集体经济发展先行村。他认为，
河流、山岭、森林等农村的优质资源
必须与资本、科技、管理、人才等现
代元素相融合，走复合型发展之路。

高山起于微尘，千里始于足
下。青岛已经出台《关于发展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今
年将开展一系列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的行动。“我市将开展包括党建
统领乡村公共资源共享行动、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公司试点、集体经济
相对薄弱村增收行动等，在夯实集
体‘家底子’的同时，鼓起村民的‘钱
袋子’。”宋晓介绍，青岛力争到
2025年底，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
部达到 30 万元以上，90%行政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5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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