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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桑 蕊

宁阳县突出基层党建这个核心，充分发挥
龙头企业的驱动作用，打破条块分割、就领域抓
领域的传统观念，挖掘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的
新动能，探索出了农村党建与经济发展互促互
进的“宁阳方案”，实现党建引领下各参与主体
的多方共赢。

党建引领

提升农村干部精气神

记者在宁阳县八仙桥街道围子村发现，这
里干部工作中都戴着党徽，无论在村里还是农
户家中，亮出的身份成为一种无声承诺。

“群众注意到我们的党徽，就能感受到共产
党员随时在身边，我们也会更加规范自身言
行。”宁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世强说，建强基
层党组织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前提，该县通
过佩戴党徽、成立“微型党课讲师团”等方式，使
村干部精神提振、能力提高，建设过硬支部。今
年“七一”期间，该县表彰了100个红旗党支部、
130名优秀党组织书记，其中面向村级的占了
57%。

有了精气神儿，还要借政策的“东风”，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中村级是主体，县乡两级责任同
样重大。为做好顶层设计，宁阳县今年5月份出
台《关于激活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意见》，
促村级集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安排农业、财

政、国土资源、商务等16个部门制订各自的扶持
方案，构建了“1+X”的扶持政策体系，精准定向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县电子商务行业协会党支部与葛石镇虎成
村党支部开展“电商扶贫助农”行动，帮助山区
姜农网售生姜；县公证处开展“免费公证顾问”
进百企活动，为农村电商提供免费公证服务；县
财政局采用“政府+基金+金融+村集体”模式成
立5亿元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成立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平台公司帮助“三无村”获得
稳定收益；县金融办会同财政等4部门出台“政
银保”贷款保证保险工作方案，发展新型农村合
作金融试点2家，拓宽村级融资渠道……

在党建引领和“1+X”政策支持下，村级自
我造血能力不断提高，2012到2016年宁阳县5万
元以上村由358个增加到535个，3万元以下集体
经济薄弱村由130个减少到10个。

龙头驱动

释放农业产业化潜力

9月30日，天刚蒙蒙亮，伏山镇桑庄村村
民桑逢民已经来到自家的西兰花种植基地。早
晨9点钟，一亩地的一吨西兰花已经整装待
发。

“这些西兰花都给村里的企业，企业只收俺
们种的菜，其他地儿的再便宜也不收！”说起这
种村企“合作经营”，桑逢民连连称赞。原来，该
村一直有蔬菜种植传统，2008年引来泰安紫阳
食品发展订单农业，桑逢民种了胡萝卜、菠菜等

蔬菜近300亩，种多少收多少，每年纯利润就有
三四十万元。

以龙头企业为圆心，带动村集体和种植大
户、合作社发展，进而惠及全体村民，村党支部
书记桑芝峰形象地称其为：“同心圆”农业产业
化发展模式。

“龙头企业市场化程度高、经济体量大，我
们挖掘龙头企业在产业、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
势，释放对农村发展的助推力。”宁阳县委副书
记、县长陈波说，该县从产业驱动、资本驱动、文
化驱动和人才驱动四个方面做好龙头企业与村
发展结合的文章，鼓励龙头企业凭借资金和科
技优势融入村集体发展，建立利益共同体，带动
村集体增收。

一个龙头带动一个产业。温氏集团山东总
部落户宁阳5年来，依托“总部经济”，通过“企业
+基地”“合作社+股份”合作模式，肉鸡养殖产
业辐射该县8个乡镇107个村，集团设立“温氏基
金”累计发放900余万元建棚补贴，村集体通过
土地流转、建棚租赁或配套服务等实现增收
1500余万元。

遴选苗木花卉、纺织服装、畜禽养殖等优势
产业，宁阳县规划了济微路以西的农—林区、县
城至蒋集蒙馆路两翼的农—林—牧区、京沪铁
路以东的林—牧区三大农业聚集区，依托龙头
企业建立协会、合作社等共同体，使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农业产业化潜
力不断释放。目前该县共流转土地47 . 5万亩，
有合作社1100家，激发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

多元融合

孵化农村经济新业态

“游客越来越多，我支鏊子游客自助摊饼加
料，这叫‘民俗体验’，一张煎饼4块钱，忙时一天
能卖100多张。”在东疏镇胡茂村，不再扛锄头的
闫克胜开始重操老手艺，摊上了煎饼。

2010年，北京东方园林在东疏镇建设了2万
亩大型绿化苗木繁育基地，胡茂村选择“苗木+
乡旅”模式打造了“十八黄茂”古村落旅游品牌，
去年以来接待游客近8万人。赵茂村成立起苗队
和运输队为园林搞服务，后学村成立绿化工程
公司，刘茂村修缮清代民居发展民俗游……周
边的11个村与基地合作形成片区效应，各种新
业态层出不穷。

“跳出组织、跳出农业、跳出本村抓集体经
济，通过产业、技术、区域、功能等要素融合，实
现资源共用共享。”宁阳县委书记刘学保说，通
过抓全域规划、政策支持、龙头带动、跨界融合，
整合各类资源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农村“新
六产”，进而孵化一批“两新”组织、增收模式等，
打造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升级版，实现多方共赢。

9月28日宁阳大枣节刚开幕，山东复圣云谷
电商创业园的工作人员就来到葛石镇黑石村，
将上百箱大枣装上快递车。创业园成立电子商
务行业协会及党支部，推行“党建+电商+龙头
企业或合作社+农户”模式，40余家电商企业进
驻创业园。目前该县拥有阿里巴巴村级服务站
40个，电商企业平台300多家。

通过党建引领、龙头驱动、多元孵化，最大限度释放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新动能———

看宁阳如何致力实现乡村振兴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0月20日，市南区健康产业统计

指标体系与经济规模研究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组成了评审组，对研究成果
进行专家论证。

论证会上，与会专家就市南区健康产业统计分
类、统计指标体系、健康产业规模等研究成果进行了
研讨与论证，充分肯定了市南区健康产业统计指标
体系与经济规模研究成果，认为该课题研究站在了
国际视野，采用生产法核算先进方法并结合市南区
实际，具有前瞻性。同时课题研究逻辑清楚，做到了
以应用支撑理论，既有合理性又有开拓性，是一项意
义重要、有创新性的课题研究，完成了既定课题研究
目标，该统计指标体系在全国属首创，填补了国家健
康产业空白。

市南区健康产业统计指标体系与经济规模研
究，主要内容包括健康产业概念与范围界定、健康产
业分类与统计体系研究、健康产业经济规模核算体
系与方法研究以及健康产业经济规模核算等内容。

兖州乡村振兴让空壳村富起来
村集体经济空壳村由去年年底的65个减少到目前的8个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宋彤

“保守估计，明年，仁里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将超过5万元。”站在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仁里
村足足十亩的丹参苗前，驻村第一书记万兆君
告诉记者，虽然明年1月份才能收获，可早已被
临沂市的一家中药种植基地预定。他算了一笔
账:“丹参苗亩产3500斤—4500斤，每斤4元左右，
刨去投入的4万余元，纯利润将不低于5万元。”

在他眼里，仁里村的未来就像这铆足了劲
生长的丹参苗一样充满希望。多年来，仁里村集
体经济收入都是零。今年3月，万兆君带着使命
和任务来到仁里村驻村扶贫，村集体经济薄弱，
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村集体经济发展了，可
以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今年5月，好消息传
来，兖州区出台了《关于实施“强村固基”工程进
一步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万兆
君十分高兴：经济收入是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解决村集体经济收入被当做乡村振兴的重点来

抓了。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可没有原始积累和

启动资金，起步就有了难度。万兆君把村“两委”
干部召集到一起，集思广益。有的村干部为难地
说:“要说集体经济现成的资源，村里不是没有，
只是不太好弄。”随后，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成将
万兆君带到村口，“这是咱村里的十亩自留地，
也是咱唯一的家当。”

凭借多年在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
业科室工作的经验，万兆君思来想去，决定利用
这十亩荒地种植效益高的经济作物，他请来专
家进行土壤测评，得到的结论是这片土地适宜
种植丹参，而丹参的市场需求非常大，当时的市
场价格为每公斤20元。

丹参苗长势喜人，一直在观望的村民再也
按捺不住，纷纷上前询问村干部丹参的收益和
市场前景。万兆君见状有了下一步的想法，“等
村民们看到这十亩丹参苗的收成，就吸纳他们
成立合作社，发展100亩丹参种植基地，不仅村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而且也为村民们提供了发

家致富的门道。”
“原来是光有力气，没有主意，跟着万书

记学了不少办法和思路，脑子也活了。”张玉
成称赞万兆君。而这恰恰体现了第一书记带动
的作用，“选拨的第一书记有思路也有一定的
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方法会给村干
部们以启迪教育，激发团结意识和创新思路，
加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为民办事的能力，
从而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今年，兖州
区将市派第一书记放在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薄
弱、村两委班子软弱无力的村庄，以实现村级
班子强、队伍强、群众富、集体富的“双强双
富”的目标，达到真正的“强村固基”。根据
兖州区“强村固基”工程实施方案，到2017年
底，全面消除集体经济收入为零的村庄，到
2019年底，力争所有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万
元以上。建立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机
制，村级组织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第一书记是外力，要想根本长远地解决问
题还得靠自身。兖州区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管理

体制、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切实增强村
级集体经济的自身“造血”功能，加大激励扶持
力度。2017年—2020年，兖州区财政每年安排不
少于500万元专项资金，采取人才培训、以奖代
投、项目资助、金融风险补偿等方式扶持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有条件的镇（街道），按照“量入为
出，确保本金，按期收回”的原则，对集体经济年
收入3万元以下的村给予5万—20万元的启动
金，限期3年，滚动使用，3年期满后只归还本金，
收益留作村集体收入。

实施“强村固基”工程以来，兖州区的村集
体经济空壳村的数量由去年年底的65个减少到
目前的8个；在全区437个行政村中，集体经济3
万元以上的村增长为270个，占总数的66 . 5%。

“我们下一步将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
一契机，找准深化改革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
结合点，彻底解决集体经济薄弱村、空壳村问
题，推进兖州区农村集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给
广大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兖州区委组织部副
部长吴占华说。

广告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丰淑秀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今年俺们这儿大旱，多亏了这

‘扶贫井’，不光解决了人吃水的问题，庄稼减产也不
严重，生活基本没受大影响。”10月23日，省定贫困村
威海高新区初村镇马石泊村村民张玉荣告诉记者。

受极端天气影响，威海高新区连续三年干旱少
雨，辖区水资源出现严重枯竭，部分村庄甚至出现了
人畜饮水困难。威海高新区全面启动“打井扶贫抗
旱”工程，投入资金70万元，共打深水井14口，成功出
水12口。其中，为省定贫困村小馆村打了一口深150
米、出水量为每小时20立方的深水井，为省定贫困村
马石泊村打了一口深170米、出水量为每小时30立方
的深水井，两村均实现了24小时供水。分布在25个村
中的75户贫困户也全部实现了自来水到户，生产生
活用水都得到了根本保障。

威海高新区财政出资
打井扶贫抗旱

市南区健康统计指标体系

填补国家相关产业空白

□张环泽 吉喆 报道
10月12日，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交通警察大

队民警，在永安镇聂庄村跳起了自编的舞蹈，更好
地宣传交通安全常识。

枣庄市中交警进村

宣传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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