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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聊城市茌平区肖家
庄镇小高村举办兔子选美比赛，专
家评委们在现场对参加选美的兔子
进行评分。

当日，在小高村中国兔文化博
览馆，18只经过筛选的不同品种的
小兔子参加现场选美，吸引了许多
游客驻足观看。最终，一只小兔皇
后被一位游客以1万元的价格竞买
到手。

（赵玉国 高博 摄）

为加快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
设，激活农村集体资产，增加村集
体收入，蒙阴县建设了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在蒙阴街道和旧寨乡进行
试运行，积累了成功经验，为盘活
农村资产资源和推动生产要素有序
流动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夯实平台

推动农村产权交易

2019年，蒙阴县在开展农村集
体资产“三清一增”工作中，发现
大量农村产权归属不清晰、权责不
明确，很多集体资产闲置、废弃，
甚至被村干部私下租售，严重影响
村集体增收，引发干群矛盾，影响
社会稳定。

为此，蒙阴县农业农村局专门
组织人员，对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调研，提出对农村
资产进行“信息公开发布+网上竞
拍”的处置方式，着力解决存在的
问题。

该局采取委托第三方拍卖的方
式，签署合作协议由“点拍网”建
设网上交易平台，并委派拍卖师主
持产权交易竞拍。对各乡镇人员进
行农村产权交易培训，强化农村集
体资产监管，实行统一公开处置。
2019年12月31日，蒙阴县农村产权
交易平台正式上线，对4处农村资
产进行了第一次竞拍，成功拍出3

处。截至目前，试点的两个乡镇共
通过产权交易平台交易4次，挂网
公示交易标的物8处，实现成交资
产6处，平均溢价率20%左右，获得
很多运行经验，交易方式也已被各
方所接受。

规范产权交易

激活资源要素

蒙阴县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按照
规范程序，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公
开交易。一是公开信息。对拟交易
的资产，村集体先通过“四议两公
开”程序，获得村民认可并公开信
息。二是网上竞拍。参加交易的主
体在网上报名，将竞拍保证金交付
第三方拍卖公司，然后获得竞拍编
码。拍卖时设定起拍价和每次加价
幅度，竞拍方可以在拍卖开始后加
价竞拍，最后出价高者胜出并将交
易金交付第三方拍卖公司，由拍卖
公司完善交易手续并交割标的物。
三是建立档案。拍卖结束后形成一
整套产权交易资料，由产权所在村
集体和所在乡镇经管站存档，产权

交易所得打入农村三资管理账户，
作为村集体收入统一管理。

扩大发展空间

壮大集体经济

蒙阴县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线
运营后，农村集体资产经平台公开
交易，杜绝了私自交易的现象，有
意愿的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竞标，
使一些闲置资产通过信息公开扩大
了知晓范围并成功盘活。

农村集体产权线上成功交易，
原本无人问津的资产实现了溢价成
交，实现了资产的保值、增值。
2019年底，蒙阴县农业农村局对旧
寨乡于家岭村扶贫电商房产租赁权
一宗进行了公开拍卖。信息发布
后，共有5人报名参拍，起拍价2000

元，经过1 4轮激烈竞价，最终以

3300元、合溢价65%的价格成交。
农村产权公开交易，既实现了

村集体增收，激发了农村产权活力，
又维护了村民和村集体利益，有效
化解了干群矛盾，让经营权引发的
上访案件顺利解决。比如，2020年6

月，再次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对灌溉
经营权曾经被村干部私自发包的旧
寨乡于家岭村梓河灌溉大口井进行
公开拍卖。通过走“四议两公开”程
序公开竞拍，起拍价14000元/年，加
价幅度1000元，经过8轮竞价，最终
以21000元/年成交，溢价率50%。

目前，蒙阴县继续深化产权交
易平台建设，在产权溢价率、群众
满意率、信息公开率、交易透明率
上狠下功夫，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打造专属的农村产权交易平
台，统一全县农村产权交易，实现
信息发布、公告公示、拍卖竞价、
交易鉴证、法律咨询、审计评估、
融资贷款等全链条服务，保障农民
财产权益，助力乡村振兴，让集体
经济实现发展壮大“加速跑”。

（蒙阴县农业农村局 张明）

蒙阴农村产权交易让村集体焕发活力

“海佑快进教室了，涛涛你也
快点……”上课时间到了，孙秀兰
微笑着站在“星空家园”教室门
口，一个个把孩子们叫进屋里。涛
涛走了两步，转身又向垃圾箱走
去，嘴里还喃喃说着：“扔垃圾、
扔垃圾……”看到涛涛懂事了，孙
秀兰笑得很开心，特意拍了拍涛涛
的肩膀，以示表扬。

11月13日上午，在滨州市滨城
区城西街道彩虹湖社区“星空家
园”一楼教室里，孙秀兰拉起了她
照看的这群孩子：“这是一群特殊
的孩子，有自闭症、孤独症等情
况，他们不能像常人一样表达自己
的情感，却渴望和人交流；他们有
很多基本的认知障碍，却依然渴望
探索生活和世界。我们要做的是守
护他们，给他们搭起和社会交流、
探索的桥。”

“这个是三角形，你看看上边
的这些图案中还有三角形吗？油漆
桶里的颜色是红色，上边的图案中
哪个是红色？”大屏幕前孙秀兰把
一个个孩子叫来，辅导他们看图识
样。另一位年轻老师则跟听课的孩
子不断交流，启发他们集中精力看
孙秀兰讲课的内容。二楼的“星空
家园”教室里，另一位老师正耐心
辅导孩子玩积木，他们有时拿起积
木却忘了套进圆杆，老师就耐心地
一遍遍示范指导。教室一端的墙
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和制作的
拼贴、扎染等手工艺品。“这些１２
生肖的拼贴画，都是孩子们在老师

指导下用一粒粒彩色陶瓷粒粘贴起
来的。这扎染的布袋，是孩子们用
皮筋扎过后染制的。”介绍孩子们
的作品，孙秀兰一脸舒心的笑容。

孙秀兰进入特殊教育领域，源
自26年前她在滨州二棉幼儿园工作
的经历。当时班上一个小男孩性格
内向、孤僻不和人交流。那时虽然
还没听说过自闭症、孤独症这类的
说法，但孙秀兰一直很留心这个孩
子，时常和他聊天，后来这个孩子
慢慢恢复到了能正常和同学交流的
状态，正常上了小学。也是从那时
起，孙秀兰就逐渐萌生了办一所
“特殊教育”学校的想法。

2009年，45岁的孙秀兰病退。
病好后，孙秀兰北上石家庄，南
下深圳等地，经系统培训学习考
取了感觉统合训练高级证书和感
觉统合训练评估师资格。她开始
在自己家里无偿为附近的５名智
力残疾儿童进行感知觉动作能力
干预训练。2017年3月份，彩虹湖
社区综合党委书记于艳在入户走
访时，得知了孙秀兰的善举深受
感动。“来我们社区吧，我们给
你提供训练场地。”就这样，社
区两间最大的活动室成为孙秀兰
的工作室，于艳还特意为工作室
起名“星空家园”。

“星空家园”的孩子们大多属
于中重度智力残疾，平均年龄１２
岁，智力只相当于三四岁。这群口
齿不清、有的甚至整天淌着口水的
孩子，别人避之不及，却是孙秀兰

“手心里的宝”。他们当中，有父
母跑遍大半个中国求医问药无功而
返的，也有20岁了还无法生活自理
的。可他们的家庭都不愿提起家有
残障孩子这件事，孙秀兰专程去北
镇街道上门做工作，把孩子接来免
费接受感觉统合训练和扶持就业教
育。看到新来的孩子们眼神怯怯
的，孙秀兰暗下决心：“来这的孩
子，就是我们全体老师的孩子，我
们一定用心去呵护！”

眼下，“星空家园”共有4个
老师和16个孩子。孙秀兰说：“我
们照看教育的这16个孩子，是16个
家庭的托付和希望。我们会系统地
教育孩子认知，还会领他们出门观

察社会。看到了加油站，我就告诉
孩子们，你们吃饱了才能走路，汽
车要加了油才能跑得快，加油站就
是汽车吃饭的地方。垃圾袋和废纸
要放进垃圾桶，蔬菜大棚的蔬菜要
浇水施肥……”

“年龄大点的孩子，我们不但
要进行感统训练，更要让他们有一
技之长。”孙秀兰说。家园里一个
叫赫赫的孩子，刚来时情绪不稳
定，一天不停地嗷嗷叫，谁的话也
听不进。孙秀兰从赫赫感兴趣的画
画入手，经过１年的坚持训练，赫
赫现在能粘贴完整的水晶画，做简
单的甜品。21岁的小雪不敢一个人
出门，经过孙秀兰１年多的训练，

小雪现在可以自己出去遛弯，还学
会了打字，和孙秀兰视频聊天请教
问题。

在市西街道和彩虹湖社区的帮
助下，“星空家园”孩子们的学习
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不久前街道投
资２万余元购置的多媒体触摸屏一
体机、感统训练大滑板、辅助就业
星星甜品烤箱等教学设备成了孩子
们学习训练的好帮手。

“我们的孩子已经有５人步入
普通校园了。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
孩子从我们这里正常步入校园和社
会。”孙秀兰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唐 峰
通讯员 李荣新 董高峰

创办星空家园，守护“折翼天使”
滨州彩虹湖社区孙秀兰十多年来无偿培训智力残疾儿童

孙孙秀秀兰兰在在对对孩孩子子进进行行感感知知训训练练。。

小兔

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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