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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顾
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广告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郑兆雷 刘明明

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蔬菜产业成为富民
产业，被誉为“鲁西小寿光”。这个有178户
人家的村，600个钢架大棚，1300亩耕地1000亩
菜，劳动力几乎全“黏”在大棚里，而且种菜
的多是中青年。组建的茌平县绿冠蔬菜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展社员316户，带动周边5000多户
农民致富。

耿店村何以成为“鲁西小寿光”？个中原
因很多。从全国人大代表、耿店村党支部书记
耿遵珠让房的故事里，可见一斑。

4月22日，耿店村村民任焕新说：“我母
亲94岁了，上楼下楼不方便，耿遵珠书记把他
的一楼房子转卖给我，他买时13万元，卖给我
还是13万元，而且房子还装修得好好的。老人
已经在里面住了2年了，甭提多舒坦了。耿遵

珠和村干部搬进了高楼层。就凭这件事，村里
老少爷们都服他！这些年，耿遵珠书记为村里
的发展是真用心。”

但这个一楼的房子，曾经也是村民都不愿
意要的。

2012年，耿店村第一批新农村住宅楼完
工，村里决定通过抓阄，把楼房分给包括耿遵
珠在内的48户回迁户。其中的1号楼东1单元1楼
东户，由于门头树遮光，靠近婚宴大厅噪音较
大，村民都不愿意选。抓阄前，大伙议论：
“可别让俺家抓到这套房子。”耿遵珠听到村
民的议论，立即说：“这套房子我选，其他的
你们选！”

他挑了这套大家都不愿意要的房子，装修
后搬了进去。楼房分完，另外47户感动得在县
电视台给耿遵珠点了两首歌：《好干部》和
《越来越好》，连续播放了一周。

2016年，村里又盖起楼房。有一些村民又

因为顶楼5楼太高而不愿意选。“村里考虑到
居住5楼的住户上下楼不方便，决定对选5楼
的村民给予一定的补贴，但就是这样，还是
没人愿意选5楼。”耿店村党支部委员耿传喜
说。

农民搬新居本来是好事，没想到搬出了
“麻烦事”。“群众不上5楼，党员干部就上5
楼！”耿遵珠说。他带头主动和家里有老人的
任焕新交换了房子，自己搬进了顶楼。在耿遵
珠带领下，耿店村两委会班子成员全部主动选
了顶层楼房。

现在，村民全部住上了楼房。“自来水、
暖气、天然气、直饮水机，城里人有的，俺也
有。”任焕新说。

“当村干部，要把‘德’放在前面，有担
当，愿意吃亏。这样才能取信于民，老百姓才
愿意跟你干。我自豪的是，俺村里的小伙子没
有娶不上媳妇的，外村人说起耿店，眼睛就放

光。一位河北廊坊的姑娘嫁到俺村，他叔叔来
看她，吃饭喝酒时高兴地说，他没少去农村，
这个村和城里的社区也没啥区别。”耿遵珠
说。

多年来，耿遵珠带领村民建大棚、建育苗
场、建蔬菜批发市场，一件件实事干在群众心
坎上，他也作了不少难。有件事，耿遵珠现在
提起来还忍不住掉泪。

村里“旧村改造”二期启动时，要拆掉36
处旧院，其中21处跟耿遵珠沾亲带故。有叔叔
的、大哥的、二哥的、侄子的。最不好商量的
是大嫂，耿遵珠上门跑了6趟，苦口婆心地劝
说，大嫂始终不松口。到耿遵珠第7次上门
时，大嫂突然哭了，耿遵珠也流了泪:“嫂子，
你作难，俺更作难。现在，全村人大眼瞪小眼
看着俺，你不带头咋治?我再怎么劝别的人家
拆？”最终，大嫂拆了旧房，“旧村改造”顺
利进行。

耿遵珠让房记

□ 本 报 记 者 李梦 肖会
本报通讯员 程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
的重大变革，旨在明确农村集体资产是谁的、
如何分配，进而管好、用好集体资产，是管长
远、管根本、管全局的重大制度安排。4月18
日，聊城市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专门就稳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研究。

目前，聊城稳妥开展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全市累计已有320多个村开展试点。围
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拓展，全市11个
县 (市、区 )全面建成“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平
台”并规范运行。

长期以来，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存在这样一
些问题：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
格等。这些农村集体资产属于谁，怎么分？高
唐县、临清市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省
级试点，在试点中给出了答案。

高唐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选择了39个村
开展了试点工作，西罗寨村就是试点村之一。

为将改革试点村的工作落到实处，该县创新工
作措施，确保了试点村改革工作的稳步推进，
目前试点村改革工作已全部完成。

“试点改革过程中，我们除了对村集体经
营按股份量化，还将村非经营性资产和集体资
源性资产进行了全部量化，并明确规定，这些
资产在存续期间为主要公共服务场所，一旦因
拆迁或征占增值，必须按成员量化份额进行分
配，把未来可能出现的产权矛盾提前解决。”
高唐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董合江介绍。与此同
时，高唐县还建立完善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有效引导和监督农村各类产权交易，让涉及农
村的产权交易在“阳光”下进行，有效保障了
农民的利益。截至目前，该交易中心挂牌转让
农村土地142笔，完成交易56笔，涉及土地面积
9536亩；办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12笔，总金额
795万元，促进了全县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
营，土地流转面积达30 . 62万亩，占总面积的
39 . 3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沉睡的集体
资产。“国家搞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把集体资

产明确了股份，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每一位

村民都能从中得到实惠。”高唐县鱼丘湖街道

西罗寨村村民林洪德告诉记者，目前，村委正

对闲置多年的集体厂房进行改造开发，依托离

城区较近的区位优势搞乡村旅游，村民都竞相

出主意、想办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多了收

入，受到农民的欢迎。临清市烟店镇牛张寨村

的201户村民，在近期都收到了村里颁发的股

权证书，从此成为村集体资产的股东。该村在

全村推选认可的清产核资小组精心评估下，认

定全村经营性净资产804万余元，除留取15%作

为村集体公积公益金外，其余全部折股用于分

红。“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村里有这么多集体资

产。”村民们说。

“真没想到我们农民也能当上股东！”55

岁的村民牛立宝兴奋地说，“之前的家庭收

入，除了种地，就是农闲时我和老伴去村里的

轴承企业打点零工。以后家里又额外多了一份

收入，也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以后日子越

来越好啦。”村民牛传旺从贴身上衣口袋里轻

轻地掏出他家的持股证书，小心翼翼地递给我

们，开心地说：“快看看，我家共持有7 . 5

股，每股分到8000元。这股权不但能收益分

红，还能继承、抵押。”

记者从聊城市农委获悉，下一步，聊城市

将全面推开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今年底前完成30%的村(社区)，2019年底完成

70%的村(社区)，2020年底基本完成改革任务，

成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2021年基本建立起符

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

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是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市农业局、财

政局等10部门印发了《聊城市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任务目标，

2018年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对集

体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资产分类登记，

建立台账，明晰产权归属、健全管理制度。年

底前完成清产核资任务，建立农村集体资产管

理信息系统。

聊城农民喜当股东
□记 者 孙亚飞

通讯员 李 超 报道
本报聊城讯 4月20日，聊城2018全市系列

文化艺术活动在聊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举行开幕
式。同时，由聊城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联和市
书法家协会承办、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协办的聊城
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撤地设市20周年书法精
品展开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聊城撤地
设市20周年。聊城围绕这一重大主题，在全市范
围内集中开展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集中展示全
市人民的风采，展现改革开放和撤地设市以来聊
城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讲好聊城故事，传播聊城
好声音，更好地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为促进聊
城文艺繁荣发展，推动聊城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018系列文化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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