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洪涛 张海峰
实 习 生 王洪磊

“以前咱们村两委想给村民办点实事，总是
力不从心。现在好了，村社共建一年多，村集体
收入超过10万元，能为村民做的服务就更多
了。”6月8日，莒南县道口镇曹家庄子社区党支
部书记李洪凯表示，现在村集体“有米下锅”了。

莒南县在基层服务型组织建设中，将在当
地具有市场优势的供销社引入，在带动当地村
民致富过程中，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
增强了基层党组织服务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
探索走出了一条“党建带社建、社建促党建”
的新路子。

集体富了干部服务底气足

做了十年村支书的李洪凯见证了社区的发
展变化，“已过了不惑之年啦，而‘村社共建’让
我对社区的未来发展也不再困惑了，这是条好
路子。”他笑着说。

“村里近两千口子人，有2100亩耕地、1000
亩菜地，前几年，集体收入主要靠几十亩的果园
承包，收入了了，想给村民搞点服务，可惜无米
下锅。开展村社共建以来，村集体增收10万多
元，高效大棚户均增收3万多元。”李洪凯解释，
去年开始曹家庄子跟道口镇供销社合作，由村
集体和供销社按照12 . 5:87 . 5的比例共同出资50
万元，建设了占地20亩的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双
方根据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红。

除此之外，村两委和镇供销社按5:5的比例
共同出资创办洪凯蔬菜专业合作社，并共同出
资兴建社区服务中心。合作社主要为210户社员
提供规划建设、技术规程、种苗引进、农资供应、
品牌标识、包装销售等方面的服务；社区服务中
心则包括600平方米的合作社办公场所和便民
服务室、500平方米的农资超市和日用品超市、
村民健身娱乐文化广场，其中，农资、日用品超
市由道口供销社经营，日常销售按低于市场价
2%的价格卖给村民。

“村集体收入增加了，我们村干部干事儿的
‘底气’就更足了。”李洪凯告诉记者，收入增加
后，村里有钱进行基础和服务设施的改善，安装
了40盏路灯，绿化了4000米的路面，硬化了1200
米的路面，同时组建了环卫管理队伍，解决了村
民的生活垃圾问题。另外，为增强村民的“软实
力”，村干部带领村民代表到寿光、沂南等地参
观学习蔬菜种植技术，并定期邀请专家来村进
行培训，开展学习活动。

“以前，村两委干部在大家眼里，就是有事
儿没事儿组织开个大会小会，有时大家还不乐
意去。现在不但带着俺们挣了钱，还为俺们搞这
么多服务，俺们愿意跟着他们干。”村民王好玉
告诉记者，慢慢地，村集体和村干部在村民中的
形象悄然发生了变化。

创新模式实现共建共富

当地不仅促成供销社和村两委共建合作

社，也通过模式创新，让供销社、村两委与村民
特别是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直接达成合作。

“目前我们公司共有610亩土地，其中480亩
用来种粮食，68亩种桑树，余下的六七十亩种花
生。”洙边镇洙边社区家庭农场主庞立虎说，自
去年实施“村社共建”后，自己原先的家庭农场
改头换面，规模、产量和效益都明显提升，按照
较保守的方式来算，合作后的第一年能分红30
多万元，是之前的3倍。

庞立虎原本就是种植大户，从其他村民手
里流转了310亩土地，去年春季还注册成立当地
第一个家庭农场——— 博丰家庭农场。“200亩种
小麦和玉米， 68亩种桑树养蚕，余下的种花
生。”庞立虎告诉记者，一年每亩粮地的利润为
300元左右，桑园带来3万元利润，花生这两年
“生不逢时”，只得1万多元，“农场规模和效益不
是很高，我就想着再扩大规模、提高产量，但一
直苦于资金不足。”

正当他为资金“抓耳挠腮”时，洙边镇党委
副书记刘翔军主动找到了他。“书记还喊来供销
社和村两委的干部，大家拢在一起谈了不到半
小时就拍板了。”他们决定通过“村社民共建”，
即个人、村集体和供销社三方合作的模式来解
决规模化遇到的资金、技术等问题。会后，由庞
立虎个人、村集体、供销社按34:30:36的比例共同
出资500万元成立了丰华农业服务公司。

具体分工为：庞立虎提供其原有的310亩土
地和农业基础设施，包括3000平方米的晾场和
配套的仓库、粮库、机库，以及5个300平方米的
养蚕棚；村集体帮助流转出来300亩土地，并提
供水电路渠的配套建设；供销社则主要提供公
司化的运营管理、市场服务，以及农资、技术、种
苗。公司新购置的农机设施则由三方共同出资，
以便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托管业务。庞立虎告诉
记者，在当地，供销社和个人直接合作成立公司
的他是第一个，合作方式的创新，让当地农民有
了更直接、更有效的致富路径。

“公司成立运作后，小麦亩产由700斤增加到
了900斤，每亩花生的利润也能增加200元，桑蚕总
收入增长到20万元。”庞立虎高兴地给记者数着，

除此之外，依托公司的农机，他还和合作伙伴开
展了1680亩土地的托管业务，帮助当地农民进
行机械化耕种管收，由此带来近17万的纯利润。

“我们计划再上几个高效蔬菜大棚和西瓜
大棚，同时扩大土地托管的规模。”庞立虎表示，
共建更激发了他继续种地的信心，“现在对种地
特别有信心，当农民也‘倍有面子’。”

“实施村社共建之前，我们村的集体收入几
乎为零，实施后，通过丰华服务公司的分红，已
经带来了24万元的收入。”同样感到“倍有面子”
的还有洙边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景清。

除了帮助流转土地和提供基础服务外，“有
了钱”后的洙边社区集体为村民提供不少服
务。“我们首先拿出来5万多元，把农田总长5
千米的坑洼土路全部修整成了大型农机能通行
的机耕路；其次专门拿出来十几万元，把村里
十二条街道全部进行路面硬化；除此之外，我
们还给村里196名70周岁以上的老人在意外伤
害保险上一人一年补贴5块钱。”刘景清告诉
记者，实施村社共建后，村集体在服务村民上
“不差钱儿”了。

给基层党建“釜底添薪”

在莒南县城，尤其是核心地段，记者发现

很多商超大楼上都带有“中国供销合作社”的
绿色大字及标志。“供销社与‘三农’有着天
然的联系，村、民、社几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基
础。”莒南县供销社副主任王伟志介绍，莒南
县供销社本身实力较强，近年来在发展农村现
代流通服务网络和农产品经营服务网络，以及
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也开展了大量有
益探索。“这些条件再加上我们主动转变和贴
近服务的姿态，形成了我们所特有的优势。”
王伟志说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县规划实施的“村社
共建”项目共89个，涉及66个行政村(社区)，
其中社区服务中心及现代流通网络项目28个，
新建日用品、农资超市等经营性服务设施
10000平方米，农产品基地29个，总面积达6200
亩，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5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27个，吸纳3100户农民社员。记者发现，这
些共建项目，一个共同特点是产权清晰，能够
发挥村民、合作社、供销社、村两委几方优势
并形成合力，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提高规模
化、标准化、市场化程度，拉长产业链条，达到农
业“增值”，多方受益。据统计，这些项目年可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760万元。

“在村社共建中，我们很注重的一点就是，
在每一个合作社都成立了编合式党支部，即由
所在镇党委镇政府协调，供销社的人在村两委
中挂职，村干部在供销社里挂职，通过交叉任职
的方式参与共建，把服务型党组织的优势渗透
到各个环节。”王伟志介绍说，以前一些村两委
没有平台，党员干部有劲儿使不上，想带头也没
得带，村社共建后相当于有了“抓手”，有了带头
干的事业。莒南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王勇侠则
表示，经济上的空壳化，往往会带来基层党组织
服务上的空壳化，进而是政治上的空壳化，通过
村社共建，基层党员干部有事可干，带头致富，
既提高了服务能力，也带来了威信和自豪感。

“村社共建出发点是让农民的腰包鼓起
来，最终的落脚点则是推动基层党组织往服务
型方向转变，实现‘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
职能。”莒南县政府顾问刘景明认为，在未来
几年，莒南县将以“村村有项目，村村有收
益”的目标规划发展现代农业，让“零收入”
的村集体彻底“消失”。

村社共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王伟志告诉
记者：“规模上来了之后，资金和人才就会碰
到问题。农业规模化需要投入的资金巨大，对
经营和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会越发迫切，光靠供
销社可能还满足不了。”对此，他希望能借助
党委政府，将涉及“三农”的资金和人才有机
整合到一起共同参与，那么很多难题就可以迎
刃而解。

如何克服经济上的空壳化导致基层党组织服务上的空壳化———

“村社共建”看莒南

关键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2）

怎样破解农民和村集体经济增收这个难
题？如何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我
们依托供销社的流通网络和农村专业合作社，
以共建项目为载体，以利益连结为纽带，深度
整合供销社、专业合作社和农村基层组织的经
济、人才、信息和技术资源，同频共振，走出
了一条“村级党组织+基层供销社+合作经济
组织”融合发展的路子，奏出了“村社共建”

的强音。
“村社共建”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农

民增收、供销社和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多赢，尽管
探索和成效都是初步的，但带给我们的启发却
是深刻的：只有回归为民服务的“原点”，契合农
民群众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不断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实力，“村社共建”才能硕果累累，成为
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破题之作。

■书记点评

服务型党建的有益探索
莒南县委书记 陈一兵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桑 蕊

如今在宁阳县，越来越多的回乡大学生不
再局限于本地的创业资源，而是借助最前沿的

“电商”平台和技术，成为当地大学生利用“电
商”创业的领头羊。

百货铺变身“小清新”网店

“电子商务带来的不仅仅是消费方式的改
变，更改变了生活方式。”6月4日，在宁阳县南外
环一处厂房，记者见到了28岁的店主陈诚。跟很
多大学生一样，陈诚2010年毕业回家便承接了

父亲的事业。父亲做生意多年，圈子却只局限于
附近地市，这使陈诚感到不满足。一次机会他接
触到了电子商务，开淘宝店的想法就这样萌生
了，2013年6月，“大城小院”正式开张。

“一把透明雨伞卖9 . 9元，8月份就卖了两万
多把。”陈诚说，他把网店定位在了“小清新”居
家、装饰小物品上面，店里有600多款产品。现在
他平均每月打包1000件，一年能赚10万元。

犬舍“狗爸”玩上微营销

跟陈诚一样，29岁的王昊也是宁阳具有代
表性的大学生创业者。“这是德国牧羊犬，这是
松狮，这是拉布拉多犬”。这个爱狗的年轻人毕

业后，在父亲的帮助下成立了自己的泰德犬业，
专门饲养德国牧羊犬。

经过几次牧羊犬比赛，王昊发现养犬爱好
者都面临着狗粮选择问题。2008年，他注册了

“优百乐”狗粮商标。“开通了淘宝店，通过QQ
群、德国牧羊犬论坛卖狗粮，拥有了大批忠实客
户。”王昊说，2013年累计销狗粮千余吨，销售额
近千万元，其中网销占了70%。

就在微信公众平台风靡之际，王昊也玩起
了微营销。如今，微信、淘宝、论坛、QQ都成了他
的市场，仅销售部就有职员20多人。

“义乌购”搭建网上创业平台

今年3月，中国泰山义乌购B2R平台在宁阳
上线，浙江小商品城“义乌购”与宁阳凌云商社
集团“凌云购”合作，共享仓储和物流。“商户能
在浏览实景相片的同时下单，24小时一站式采
购。”集团董事长郑袭修说，商户不用再千里迢
迢上门进货，山东仓能免费配送上门。

凌云购网站负责人吴殿慧说，他们这里是
大学生创业基地，凌云购与义乌购的联姻为网
上创业提供了空间，对于大学生加入创业，他们
将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仓
储、配送和办公地点，提供“一件代发”的业务。

“对于创业刚起步大学生，即使他们就需要
一件产品，我们也可以为他们配送。”在凌云迪
联物流巨大的配送车间后面，一座“网络大厦”
马上封顶。吴殿慧说，这座楼可容纳100多人，只
要是想创业开网店的大学生就可免费入住，现
在已有10多个大学生前来咨询，希望加入网站。

而对于宁阳县未来“电商”的发展空间，
吴殿慧说，他们把眼光瞄向了大枣、钢球、彩
山酒等宁阳特产。

“店商”转“电商”———

宁阳大学生创业玩转“微力量”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李维江 安玉坤 报道
本报五莲讯 5月30日，五莲县农机局的工作人

员来到汪湖日金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其新买的小麦
联合收割机现场办理了牌照和驾驶证手续。

理事长王海俊高兴地对记者说：“为了赶麦收，
合作社新买了1台联合收割机。要按往常到县城挂牌
办证，得来回好几趟，既费时又费力。这不，我打电话
找到了农机局的王永建，当天就给上门办好了！”

王永建是五莲县农机局“农业套餐服务专业队”
的带队人。专业队由7名专业人员组成，他们根据农
机手的电话预约，上门开展服务。3月份以来，专业队
已开展下乡服务60余次，帮助农民检修、调试农机具
650余台（套），检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300多台。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五莲县统筹协调水利、
农业、林业、畜牧兽医等7个农口部门，组织62名党员
技术骨干成立15支“农业套餐服务专业队”，变“在家
坐诊”为“下乡巡诊”，深入生产一线、田间地头，送资
料、送技术、送信息，零距离服务“三农”生产。

□李东乾 于向阳 报道
本报利津讯 “走进西冯村，心爽精神展。街道

直通顺，无阻直向前……”6月9日，利津县凤凰城街
道西冯村78岁的王金兰，向笔者朗诵着他刚刚写成
的赞美家乡的诗。

今年以来，该街道扎实开展乡村文明建设提升
年行动，深入实施以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为
主要内容的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实现了城乡环
卫一体化。各村新添置垃圾桶350个，新上垃圾运输
车1辆、环卫人员20名。为进一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将所辖40个村划分为5个示范村、24个达标村、
11个提升村，分别制定标准，严格按规划、按标准推
进建设。每个村划分片区，建立问题台账，党员干部
包片，进度到天，责任到人，发动家家户户开展了“卫
生大扫除、违建大清理、环境大整治”行动。截至目
前，共出动劳动力5000余人次，粉刷墙面20万平方
米，栽植树木1 . 5万余株。

□记者 江昊鹏 通讯员 柳新厚 报道
本报龙口讯 6月23日，龙口市石良镇下吴家村

村民使用滴灌设备对葡萄实行了高效化、自动化的
灌溉。滴灌设备能实现自动浇水、施肥，把水溶肥放
在水里化开，水肥一起进，浇水的过程就是施肥的过
程，省电、省水、省人、省事。龙口市是全省面积最大
的首批高效节水灌溉试点县项目，项目规划总投资
1 . 44亿元，历时三年，自2011年9月启动，至今年6月底
完工。

据介绍，该项目在龙口市最大地表水库——— 王
屋水库周边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8 . 46万亩，其中
微喷6 . 44万亩，灌溉2 . 02万亩，涉及3个镇41个村
庄。仅今年，龙口市就投资4861万元，新建、配套
机井903眼，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 . 02万亩，其
中微灌2 . 01万亩，管道灌溉1 . 01万亩。该项目全部
实施后，可年节水423万方、节能122 . 3万度，年增
经济效益5556万元。

五莲15支农业套餐
专业队服务“三农”

龙口滴灌设备惠及
八万余亩耕地

凤凰城街道
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郭 梁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市环翠区住建局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主题，以“机关服务提升
年”为载体，在全系统实施“三四五工程”，进一步转
变工作作风，努力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针对不同部门、科室职能，该局推行了零距离答
疑、零借口服务、零关系办事的“三零”工作法，区住
建局平均服务时限缩短了约三分之一，服务效能不
断提升。

以“服务对象满意”为最高标准，该局又促使建
设手续实行“一站式”服务，具体实施四项措施：一是
对建设项目手续办理事项进行流程再造，编制《服务
指南》；二是对上级规定必须保留的收费项目，按照
标准收取并严格实行收、支“两公开”；三是全面落实
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全程代办制“三项制
度”；四是将建设手续办理事项的内容、程序、标准、
依据、时限及收费标准等全部公开。

为落实“机关服务提升年”活动要求，该局还推
行了立即办、主动办、上门办、跟踪办、公开办的“五
办”服务，对全区拟新开工重点项目，逐镇、逐街进行
了对接，分别召开了手续办理现场协调会，答复、解
决企业手续办理难题21个，为实现全区工程建设首
季“开门红”奠定了坚实基础。

环翠住建局“三四五工程”
提升服务效能

□付金伟 报道
石莲子供销社主任刘玲军(中)、郝家庄村支部书记郝其科(左)和种植户一起查看西瓜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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