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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深化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促进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县委社建委从近期《人民日报》、《浙

江日报》等新闻报道中，梳理出了其他地方新型帮共体、盘活利

用闲置资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三位一体”农合联改

革、乡村创新创业等五个方面的典型做法，供大家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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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外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的经验启示摘编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是缩小城乡

差距、释放农村潜能、创造农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抓手，聚力从土

地、产业、资金、人才、数字等方面实现农业农村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 

一、打造新型帮共体。聚焦“扩中”“提低”，以先富带后富

为思路，全面打造新型帮共体，创新结对帮扶、“强村公司”、片

区组团机制，激活农村内生动力，强化优势资源互通、共享发展

经验，强强联合、以强带弱，加速村庄共同奔富。 

一是高校结对帮扶。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新联村与浙江传媒

学院结对，以“茶旅融合发展”为建村策略，通过村标设计、村

志梳理、农产品包装设计、村歌创作、节目创作提升乡村辨识度，

带动村集体收入增至 35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2. 6 万元。 

二是企业促农增收。台州市黄岩区的“小橘灯”暖心工坊通

过引导企业、合作社、农业基地、加工作坊等 52 家劳动密集型

市场主体下沉，与 54 个村合作建成 54 个“小橘灯”暖心工厂和

工坊车间，吸纳了 900 多名当地民众就地就业，其中低收入农户

215 人，平均每年可帮就业村民人均增收 1 万元。 

三是乡村共富联合体。湖州市安吉县积极构建“村集体+公

司+家庭农场”、“合作社+村民”等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形成资源

和资产入股、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的“两入股、三收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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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机制，鼓励农户以闲置农房、承包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入股，

与村集体、工商资本等合作取得收益。未来将通过以产业、资源、

交通、人文等要素为纽带的多个行政村联结共建、抱团协作，打

造相近产业共兴、相邻地域抱团、资源共享共创、强村辐射带动

等多种模式的片区（组团）式乡村共富联合体，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杭州市淳安县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通过设立联合体

理事会及相应分会，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高效联动。通

过支部联建、抱团发展、结对帮扶等举措，形成强村带弱村、先

富带后富、区域融合带动的帮扶机制。通过鼓励行政村入股企业、

构建差异化特色产业带、打造“区域公用”品牌等方式，为村民

持续增收提供稳固保障。 

二、盘活利用闲置资源。以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为突破性抓手,

盘活各类资源，持续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农业“标准地”改革

等，以改革激活、培育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 

一是盘活闲置农房。舟山市实施“万幢农房激活行动”，出

台规范性文件，摸清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全要素信息，建立市、县、

乡、村四级联网的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基础数据库，形成农房信息

“一户一档、一村一册、一乡一库”。花鸟乡花鸟岛形成的“一

套机制运行、一套规则管理、一个平台营运”三个“一”盘活闲

置农房发展海岛民宿的花鸟模式。统一建设当地闲置农房租赁平

台，灵活运用收储、租赁、置换、出让等模式，盘活 200 多套闲

置农房，吸引创业者、投资者共建“艺术花鸟”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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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流转闲置土地资源。绍兴市柯桥区蒋相村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通过耕地流转，引进良根专业合作社种起 200 多亩生态

稻，又引进绍兴柯桥新供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建起 50 多亩

高山蔬菜智慧基地。另一方面，通过大美王坛强村实业有限公司,

与柯桥寺山茶业有限公司合作，激活村里荒废的茶山，生产高端

有机茶。 

三是农村宅基地改革。绍兴市结合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利

用集体闲置建设用地开展“宅基地有偿选位”试点探索，在优先

满足本村宅基地资格权人合法建房需求的前提下，扩大宅基地有

偿取得参与范围，推动宅基地取得价格市场机制形成。绍兴市喻

宅村实施了全市首例宅基地镇域跨村有偿选位，竞拍面向全镇符

合条件的宅基地资格权人，首期推出 5 宗宅基地进行竞拍，以

109 万元成交，溢价率 81.7%。竞拍所得纳入三资管理，用于村

级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振兴。 

三、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土地资源，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 

一是异地调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宁夏自治区石

嘴山市平罗县高庄乡通过跨村调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

方式将广华村与幸福村实施闲置宅基地“增减挂钩”项目腾退出

的 62.65 亩建设用地指标调整给东风村使用，经村民代表会议决

议后，以协议方式出让给兄弟粮油等几家企业。企业借助入市“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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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不仅助力村集体经济壮大，还吸引了不少本村人回乡就业

创业。平罗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细则明确，赋予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租、抵押、作价入股、转让等权能，

实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 

二是多用途混合入市模式。义乌市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创新开展了分层分不同用途入市

的模式。如采取底层为公共配套菜市场、二层以上为超市等商业

混合用途入市方式；采取底层或二层菜市场入市，二层或三层以

上用于建设村老年活动中心、居家养老、村办公用房等；底层和

二层为商业用地，地下室及三层以上建筑采取代建形式由政府回

购统一用于安排镇内住房特困户和危房户的安置。通过不同用途

混合入市模式的有益尝试，为完善和丰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的权能提供了实践样本。 

四、深化“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农合联，就是让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区域农合联和产业农合联经纬结合、分工协同，

依托数字化平台，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体农民共同

富裕提供动能。 

一是区域农合联。慈溪市长河镇搭建农事服务中心综合平台，

聚合了新型庄稼医院、农技专家、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服务组

织，形成了农资供应、农技推广、统防统治、产品收购等综合服

务功能。形成“农事服务中心+龙头企业+合作社”的新模式，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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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业农合联。湖州市长兴县成立了大闸蟹产业农合联，

统一面向收购商议价，每天发布产品交易价格。并且提供蟹苗培

育、饵料配方、质量鉴定、产品包装等专业服务。金融、农资等

通用性服务组织为 40 个螃蟹生产主体提供“特制专用”服务。

长兴县围绕葡萄、芦笋、湖羊等主导产业，先后成立了 10 个产

业农合联，提供针对某一产业的“专业性服务”。 

三是数字农合联。嘉兴市平湖市谋划打造“浙农服”平台，

在组织化的基础上数字化，成为农合联为供需双方匹配更精准信

息的重要抓手。农户通常提前半年安排种植计划，将农事信息提

前发布在平台上。同时农场里有近八成的农资供应也通过该平台

来实现，包括购农资、找农机、销产品、申请贷款、回收农资包

装物等。绍兴市试运营绍兴市庄稼医院一体化为农服务平台，成

为绍兴市农合联开展数字化为农服务的重要窗口和平台。该平台

具有找医院、找专家、找答案、病虫害图库、农资商城、金融服

务、人工智能识别等七大功能。 

五、促进乡村创新创业。依托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构建政府、

企业、村民等协同合作机制，多措并举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激活乡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一是“红创客”模式。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鼓励基层党组织

及热心党员为返乡青年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创业场地，联合银行

发放低息贷款，吸引青年学子返乡干事创业，让漂在大城市的青

年成为扎根乡土的“红创客”。禹越镇夏东村将原闲置的村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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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改造成了“电商红创基地”，配齐空调、饮水机、桌椅沙发等

设施，免费供返乡“红创客”办公使用。同时，定期邀请成校老

师来“电商红创基地”开展培训。 

二是众创空间。湖州市安吉县山川乡船村打造 850 平方米的

众创空间，内设展示厅、办公室、多功能会议室、图书馆、乡村

振兴创业大讲堂等。通过乡村公共空间提升，村里还整合周边的

民宿，改造成创客食堂和创客宿舍，为本村创业者、返村创业者

和外地驻村创业者提供优质的创业环境和交流空间。目前已引进

企业近 10 家，不仅提高了村集体资产租金收益，还实现创业带

动就业 100 余人，增强农民获取“薪金”的能力。 

三是绿色创新第二空间。丽水市遂昌县依托最美生态，打造

绿色创新第二空间、数字人才培训工场、山地休闲向往之地，通

过集聚智慧服务、科技文创、数字培训、数字金融等领域长期驻

留和分时办公相结合的业态，逐步培育发展软件开发、数字应用、

数字服务等开源产业。成功与阿里云、网易、中电海康、HOLOVIS

等 20 家头部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大力发展办公、度假、生活的

旅居经济，逐步扩展医学中心、基因诊断、康养保健等生命健康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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