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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薄”不反弹  “造血”高质量 

柯城区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 
 

柯城是全省 26 个加快发展县之一，集体经济薄弱村数量多、

消除难。区委、区政府严格落实省委市委统一部署，自觉提高站

位，坚定“消薄”决心，把“消薄”作为区委书记“一把手”工程来抓，

打好“村企结对+ ‘一村万树’绿色期权+共享民宿+光伏强村+物业

经济联盟”等组合拳。到 2017 年底，全区 120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

年收入已全部达到 10 万元以上，所有行政村提前 4 年实现经营

性收入 5 万元以上目标。到 2018 年底，72 个村年经营性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占比 42%，形成了上洋村、航埠村、北门村等 8

个年经营性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示范典型，村级集体经济实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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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消薄”到高质量增收的转变。 

一、书记抓抓书记，科学谋划。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消除

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决策部署，站在巩固农村基层执政基础和让村

级组织手中“有把米”、经济腰板硬起来、办事服务能力强起来的

高度，制定“一年消除、三年提升”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方案，

在全区凝聚“消薄”共识与合力。区委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

直接抓，从以往“年年提壮大、年年扶不起”的现象破题，变零敲

碎打为一次性有效投入，变“撒胡椒面”为“一个漏斗”出口，变各

自为战为集中打歼灭战，统筹实施集体经济项目，压实乡村两级

主体责任。坚持壮大集体经济与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两手抓，在完

善第一书记工作法的基础上，加强对集体经济薄弱村干部的专题

培训，让他们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领头雁”。如花园街道上洋村

在村书记黄岳华的带领下，该村实现从“负债村”到年经营性收入

400 多万元“百万村”的华丽转身。 

二、统政策统项目，集成投入。强化区级统筹，做好资金、

资源、政策、项目的整合文章。一方面，努力克服“小财政大民

生”的压力，安排 7874 万元资金用于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

牢牢抓住 “千企结千村、消灭薄弱村”专项行动，共谋共建省海

港集团与石梁镇白云村的结对项目“百邻里物业经济综合体”、传

化集团与航埠镇北二村的结对项目“传化农贸集市”等重点项目。

另一方面，整合省级“两山”建设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省级农村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补助资金、省级扶持薄弱村发展专项资金、省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等 1.5 亿元，统筹用于强村项目的资金拼盘。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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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统一建设、主体运营、收益归村”的模式，重点实施了两大光

伏强村工程：一是公共屋顶光伏强村工程。投资 4800 万元，利

用市区两级 53 家单位 7.5 万平方米公共屋顶资源布设光伏项目，

由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设计、施工、运营和维护，

按照年投资回报 12%的合同约定，每年可获得收益 580 万元。二

是光伏小康工程。投资 1.5 亿元，入股浙江同景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地面光伏电站项目，按照年投资回报 11%的合同约定，每年

可获得收益 1650 万元。 

三、引资本引金融，持续增收。吸引工商资本、金融加入，

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农村宅基地、农房等山水林田湖资源，发

展“一村万树”绿色期权、共享民宿、养生养老物业、物业经济联

盟等风险低、收益稳、可持续的项目。一是创新推出“一村万树”
绿色期权项目。由企业、社会团体、家庭和个人等进行天使投资，

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付费购买树木资产包、享受资产处置权，形

成“主体认购林木未来收益，村集体小周期变现增收”的共享消薄

模式。短短 2 个月时间，就有 134 家企业，160 名个人认购绿色

期权资产包 1305 个，认购资金达 681 万元。以五年为周期，仅

这个项目，就为首批参与的 33 个村，每村带来经营性收入 20 余

万元。二是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打造“共享民宿”。在农房

整治基础上，以保护农民宅基地资格权、适度放活使用权为主线，

在九华乡、沟溪乡、七里乡等地试点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
并于去年 12 月颁发全市首本“三权分置”不动产证，走出了一条

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流转开发利用的强村富民之路。首个“村民宿

集”试点项目——滑鼠森林之家在九华正式运营，全省首批 10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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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民宿”正式上线，九华乡新宅村每年可保底增收 10 万元经

营性收入。同时，依托农村产权交易系统，建立农村闲置宅基地

（农房）数据库，进行集中招商推介，吸引各地工商资本、在外

乡贤投资创业，为集体经济发展“存长息”。 
四、村众筹乡统筹，抱团发展。以多村众筹、乡镇统筹的方

式，对集镇或农民集聚点范围内的农贸市场、店面房、仓储等优

质物业资产进行整合、盘活，建好用好“物业经济联盟”项目，提

升“造血”功能。比如，万田乡从 2015 年底开始，实施“万田微盟”
村级物业项目，盘活面积 1370 平米的乡政府附属楼，将这幢附

属楼以评估价折合股份转让给村集体，全乡 16 个村联合入股投

资，乡资产经营公司负责运营管理，每村享有 4%股权，每年分

红 5 万元；华墅乡在农民集聚区内，规划了 550 平方建设用地，

投资 250 万元建设村级物业联盟项目，建成后将为华新村、刘坂

村、金坂村等 6 个村，每村每年带来 5 万元的分红；花园街道发

挥城郊区位优势，统筹 30 亩用地，计划实施“智能仓储”项目，

建成后将为平园村、叶篷村等 4 个村，每村每年带来 50 万元的

经营性收入。 
（柯城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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