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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季节，6月13日上午，汶上县义桥镇马
北村流转出去的1000亩小麦良种繁育基地里，
收割机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看着丰收的
小麦，村党支部书记蔡士武考虑的是下一步的
流转。“流转的土地如果搞小麦良种繁育，村
里一亩地收取20多块钱的服务费，秋季还能种
大豆和谷子。仅此一项村集体每年就能增收6万
元。”蔡士武自豪地告诉笔者，“村里有了集
体收入就能多给大家伙干事，村干部的腰杆子
也硬起来了。”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是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
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解决村集体‘有
钱办事’的根本途径。”义桥镇党委书记崔利
伟表示，今年义桥镇党委、政府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打
造过硬党支部的重要举措，采取盘点“三
资”、找准路子、严格考核等一系列措施，确
保全部村实现“脱壳”，集体收入3万元以上的
村达到35个，10万元以上的示范村12个。

因地制宜开展

“破零扶强”工作

义桥镇位于汶上县东南部，东与兖州区接
壤，全镇辖40个行政村，5万人，面积68 . 6平方公
里，7万亩耕地。全镇地势较为平坦，农业基础
设施较为完善，适合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种
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乡镇，经济基础较为薄
弱。截至2016年底，全镇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
上的村1个，5万—10万元的村4个，3万—5万元的
村3个，1万—3万元的薄弱村7个，1万元以下的空
壳村25个。村级集体收入相对偏少，有些村还因
为村内环境综合整治而背负较多债务，村级开展
工作缺少保障，几乎靠上级的运转经费。

“这些集体经济薄弱村大多村班子观念陈
旧，开拓意识差，发展经济能力弱。尤其村党
支部书记的知识面窄、经济意识不强、发展观
念落后，还存在着负债重、村级矛盾多等问
题，这些是直接影响村干部干事创业、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的制约因素。”义桥镇党委副书记
步海霞说，要么是村班子不主动想办法找路
子，要么是不知道如何发展、怎样推进。

此外，经过前期调研还发现，义桥镇多是
传统农业村，缺乏服务型产业，除土地、荒
片、房屋、塌陷地补偿外，利于集体发展的优
势资源不多。即使有部分资源的村，利用率也
不高，有的甚至长期闲置浪费，没有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集体经济的活力明显
不足。镇财政对村级集体经济造血投入少，资
金匮乏，持续性不强。

“找准问题所在，方能对症下药。”义桥
镇党委委员王中信说，义桥镇开始实施村级集
体经济“破零扶强”工程，探索创新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形式，多途径增加村级集
体收入，努力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总量增长、质
量提高、实力增强。

义桥镇坚持因地制宜，从村级经济基础、
区位优势、资源条件等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
用现有资产资源，一村一策，选准产业、项目
和载体，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多种发展模式和实
现形式。运用好典型的力量，开始培育不同类
型、不同模式的村，推广先进经验做法，以点
带面，实现整体推进。坚持统筹推进，把发展
集体经济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现代农业、
社区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工作相结合，统筹
考虑、共同推进。坚持积极稳妥，遵循市场规
律，尊重基层意愿，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防
止一哄而上、急于求成、盲目投资，严禁在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中增加基层负担。坚持规范经
营，严格执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各项规定，加强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管
理，做到保值增值。

选好头雁 集智聚力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

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义桥镇党委、政府
相继出台了《关于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实施意见》、《关于强力推进村集体增收的
十条意见》等“含金量”较高的扶持政策，从
财政投入、项目扶持、土地使用、信贷倾斜等
方面，提出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硬政策强
措施，为村集体经济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软环
境。而对于带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村支书，义
桥镇不仅制定了考核措施，也强化了奖励机
制，激发村支书包括村干部的工作热情。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班
子，特别是要选优配强带头人。为提高村党支部
书记的带富能力，义桥镇通过“支部书记月例

会”传达学习浙江“强村九法”、江苏“永联模
式”等先进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思路。
同时还邀请了省市专家、财政等部门进行政策、
信息、技术、专业协会、服务组织等方面的专题
培训。“4月中旬，我们邀请了家乡创业能人福
建上青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肖丙振就通过
组建合作社发展订单农业、发展物业经济增加集
体收入进行专题培训。”崔利伟说。

此外，全镇各村村支书通过每季度一次的
“支部书记论坛”学习交流典型经验；召开座
谈会组织到柳杭头、马北村等示范村现场观摩
等途径，广泛宣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政策机
遇，发展优势，澄清对集体经济发展的模糊认
识，激发干事创业的工作激情。

在考核监督方面，通过不定期组织召开座
谈研判会、调度会、现场观摩会，分析研究村
集体增收形势和问题，总结归纳“闲置资源开
发增收”“提供服务增收”等易推广的增收模

式，促进经验交流，保持抓村集体增收工作的
强力态势。严格督导考核，建立村集体经济增
收销号管理制度，对各村集体增收情况实行周
调度、月排名、季观摩。将各村在发展村集体
收入的排名情况纳入党建考核内容，得分权重
设为30%。

为更好地激励干部的工作热情，义桥镇建
全完善了奖励机制，自今年起镇政府拿出30余
万元，对集体经济先进村进行激励奖励。对全
年增幅增量各前三名的村，年底评为集体经济
发展先进村，镇政府每村奖励2万元；年底收入
达到10万元以上的县级示范村，除享受县级奖
励外，镇政府每村再奖励2万元。

党员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如何发挥党员带
头作用，形成发展集体经济合力？义桥镇通过
“党员月例会”互相交流，分析研判，集思广
益，汇聚发展集体经济强大合力。通过党员月
例会，共征求各类意见建议55条。目前已全部

落实。同时，积极培育党员示范项目、党员致
富带动项目等，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拉动
村级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村制宜 一村一策

九大模式发展集体经济

“以前村里这些坑塘，谁家有本事谁就占
着。通过三资清理，把坑塘收回后重新承包出
去，再加上方田路段拍卖，每年能增收近两万
元。”柳杭头村党支部书记王伟介绍，原来的
学校、村委大院租出去后，每年也能增加近万
元收入。加上320亩集体土地对外承包每年的
19 . 2万元，柳杭头村现在集体收入已经超过20万
元。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仅仅依靠原来的
老路，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创新发展思路，才
能让村级集体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义桥

镇坚持因村制宜，一村一策，解决发展思路不
明的问题。

义桥镇党委、政府下派了7个工作组，逐村
摸清村情，把脉定位，制定发展计划，规划方
案。把40个行政村分为资源开发型、物业经济
型、资产盘活型、投资创收型、服务增收型、
经济实体型、休闲农业型、“美丽撬动”型、
光伏增收型9个大的发展模式，宜工则工、宜农
则农、宜商则商。

“我们村没有工业企业，基础差，想要
‘白手起家’发展集体经济，很难。”驻驾圈
村党支部书记邵为令坦言，但作为煤矿搬迁
村，村集体有一部分煤矿塌陷地公益金。要发
展集体经济，就得好好利用这部分资金。邵为
令和村干部、党员、群众代表经过反复考察，
认为入股济宁振桥纺织有限公司是不错的选
择。“我们在召开了党员会、群众代表大会和
全体村民会议后通过该项提议，入股企业每年
能有20万元左右的分红。”邵为令说，去年半
年就拿到了10万元的分红。“这个企业的老板
就是我们村的村民，他也是汶上服装辅料协会
的会长，企业发展势头很好。”

和驻驾圈村类似，马西村是以村里的20多亩
集体土地入股济宁市康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每
年有5万元的分红。“我们公司主要是养殖蛋
鸡，全部机器化操作，目前，一期工程投资300多
万元。”公司总经理王卿华说，除了每年给村里
的红利，他们还优先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
公司务工，并建立特色产业发展扶贫基金，用于
帮助本村及周边村贫困户稳定脱贫。

除柳杭头村、杨学村、北辛庄村等通过资
源的开发、盘活致富，驻驾圈村、马西村等通
过投资创收增收外，窦村、李村、岗上三村利
用搬迁后连片的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建设厂房
对外租赁，三村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16万元；
马东村组建中介服务组织，通过小麦良种繁育
基地提供农业生产等配套服务创收，每年可增
加收入2 . 5万元；王村通过返租倒包的形式，发
展60亩采摘园，每年增加收入4万元；唐庄等村
通过在农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收
取管理服务费，每年可增收2万元；曹村等村利
用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把人文、农业等资源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促进集体增收，每年可增
加收入4万元以上。

“有钱好办事”

村民共享集体经济壮大成果

“你从镇里到我们村来的这条大路，就是村
里有钱后才修的。这1000多米花了近30万元，村
里拿了12万元，以前村里没钱，这么一大笔钱去
哪弄？如今这条路不仅方便了村民进村出村，也
带动更多人致富。”王伟告诉笔者，从村里有集
体收入后，群众的水费、路灯电费、农网改造入
户线费没用村民再花一分钱。

“手中无把米，唤鸡鸡不来。”没有钱，
村干部想干事也束手束脚，久而久之，没有了
干事热情，农民的向心力、凝聚力也会越来越
差。村集体家底厚实，村“两委”才能有钱办
事，基层党组织才会越来越有活力。

“每年有这20多万元，很多事就能想干就
干。老百姓也能从中受益。”邵为令告诉笔
者，村里花了13万元买了60个水泵，这十几万
元的支出彻底解决了村民浇地的难题。“以前
去浇地，那都得扛着锨、拉着泵，浇个地没三
四个人都干不了。现在好了，一个人扛着锨去
就行了。”村民邵作安说，自家的5亩地，原来
得5个小时，现在也就1个小时就轻松浇完了。

驻驾圈村，老人的银龄安康保险、小麦保
险、卫生费、电费等村里都给包了，前年慰问
贫困户，除了给米面油外，还每人送去了两床
棉被。村里的大街小巷都安上了路灯。每天晚
上，灯火通明的广场上，村里的舞蹈队在这里
排练，老人孩子在这里乘凉，夜晚的村庄也变
得生机勃勃。

“我们村现在大路小路全都修得平平整
整，各家各户都变成了水冲式厕所，这些都没
有让群众掏钱。”马北村村民韦修国乐呵呵地
说，这些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变化，也
增强了村民对两委班子的信任和支持。“以前
村里的凝聚力不行，干部想召集大伙干点事很
难。这两年，看着家里的变化，大家的凝聚力
也越来越强了。再开村民大会，大家都积极参
加。”韦修国坦言，如今的马北村越来越团
结，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增强农村党组织战斗
力、凝聚力的物质基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举
措。如今的义桥镇，村级集体经济这块“蛋
糕”正在做大，村级组织从“无钱办事”到
“有钱办事”，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增强
了，说话办事有了底气和力量，成为带领群众
致富奔小康的主心骨、领路人。

消除空壳村 家底变殷实

汶上义桥镇激活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观摩

利用闲置车间发展机械加工 投资入股振桥纺织生产车间

土地入股创办养殖场

田间道路拍卖承包增加收入 基地内收割小麦良种

对标新泰等地学习集体经济

抓发展惠民生曹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效果图 土地流转发展地瓜种植，收取管理服务费增加收入

租赁土地招商引资服装企业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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