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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论坛

一场“云端大集”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梨树县喇嘛甸镇“乡村振兴 线上大集”活动侧记

全媒体记者 高鸿

近日，双辽市卧虎镇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清理路边垃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以实际行动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这是村民正在清理堆在路边的粪肥。
全媒体记者 魏静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鹏）为积极
推进“联村共建”新发展模式，发挥优秀
村的示范引领作用，近日，双辽市柳条乡
开展“联村共建”活动。

活动中，柳条乡组织柳条村、农阁
村召开“联村共建”工作交流会。交流

会上，柳条乡相关领导致辞；柳条村党
总支书记分享柳条村因地制宜的致富
经；柳条村党总支副书记、致富带头人
分享条耕种植技术的“黄金法则”。分
享结束后，农阁村的种植能手与柳条村
党总支副书记、致富带头人现场进行互

动交流。
随后，柳条村精心准备电脑、打印机

及 A4 纸、笔等办公用品，助力两村高效
办公；参加活动的人员来到柳条村“道德
银行”进行实地观摩，感受文明积分激发
治理活力的创新实践。

柳条乡将持续放大优秀村示范效
应，激发各村之间奋勇争先的干事热
情，以组织强基、产业富民、治理善治
为抓手，实现全乡在联村共建中共同
繁荣、共同发展，全力绘就乡村振兴新
画卷。

双辽市柳条乡开展“联村共建”活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
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
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
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和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
主体。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
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等加快推进，农村资
源资产的产权更加清晰、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权
利不断廓清，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各地创新探索发展壮大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和路
径，对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
进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
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于今年5
月1日起施行。该法进一步明
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
义、职能定位、成员权利义务、
组织机构，以及财产经营管理
和收益分配，这意味着我国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入规范化、
可持续发展阶段。

作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的重要主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充分发挥了贴近农户、服
务综合、辐射带动等优势，但仍
面临资金不足、经营能力不强
等问题，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推动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是增强自主财力。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需具备
一定的财力，而这往往是其面
临的最大难题。农村政策与改
革统计年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农村集体账面
资产总额超 9 万亿元，但发展
不平衡，仍有不少村庄处于负
债或“有集体、无经济”“大集
体、小经济”状态，发展集体经
济缺少必要资金。为此，不少
县乡政府鼓励和引导银行等金
融机构注资村集体，为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例
如，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探索

“政银企村（户）”共建模式，通
过政府搭建平台，组织国有资
本、社会资本形成投资平台公
司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形
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需着力增强自主
财力。

二是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常设立理
事会，一般由3名至7名单数成
员组成，并设理事长一名。作
为日常管理与决策的关键力
量，理事长及理事会成员应具
备制定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安

排业务经营计划、促进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等方面的能力，如
自身不具备上述能力，可考虑
聘请专业经营管理人员。但现
实中，一些村庄在选拔理事长
或村党支部书记时，面临选择
面窄、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因此，需跳出集体经济
组织来解决发展能力问题。可
探索以县级政府为主体推动相
关工作：一方面，通过举办培训
班等方式提升理事会成员经营
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选派懂农
村、善经营、会管理的专业人才
到集体经济组织中任职。从地
方实践来看，通过选派产业村
长、金融副村长以及鼓励和引
导集体经济组织聘任专业的

“乡村 CEO”等方式发展集体
经济，取得了较好成效。例如，
早在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淳
安县下姜村就向全国发出招聘
职业经理人的“英雄帖”；今年4
月，广东省佛山市选派67个团
队、89 名职业经理人到 127 个
试点村担任“乡村 CEO”；等
等。此外，在多个村组成的片
区、镇域、县域等更大范围内统
筹协调内嵌在其中的多个集体
经济组织，也有助于缓解单个
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的
问题。

三是创新激励机制。随着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行为
进一步规范，如何充分调动理
事长及理事会成员积极性面临
挑战。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为例，该区探索推行村级集体
经济收益与村（社区）干部奖励
待遇挂钩机制，2022 年核发集
体经济奖励报酬252万元，475
名村（社区）干部按贡献大小获
得奖励，极大调动了其干事创
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议在
县级层面构建激励体系，统筹
职务晋升、物质奖励和荣誉激
励，对有贡献的集体经济组织
负责人给予奖励支持，为集体
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四是保障人才供给。随着
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不少农
民进城务工，农村人口老龄化、
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带来
一定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
并、分立、解散等问题作出相关
规定，未来要以积极心态稳妥
应对各种挑战。要顺应人口变
化趋势，在更大范围内发展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
宜动态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制定政策
支持各类人才返乡助力乡村振
兴。为保障人才供给，各地展
开积极探索。山西省长治市上
党区白家沟村坚持基层党建引
领，带领村民发展产业，2024年
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300
万元。

强基固本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郜亮亮

日暖风轻，万物随春醒。走进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的河北本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多肉植物种植
基地，一株株叶片肥厚、色彩斑斓
的多肉植物茁壮生长。

“春季正是多肉植物销售的旺
季。”公司运营总监董光明说，他们
每天都会把大量的多肉植物装箱
打包销往全国各地，客户有一部分
是经销商，但更多的是直接通过电
商平台网购的消费者。

多肉植物有占地空间小、养
护成本低、观赏价值高等优势，深
受消费者青睐。曲周县因地制
宜，把握市场趋势，把“小多肉”
的种植培育做成了托起乡村振兴
的“大产业”。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曲
周县整合本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
建设大棚，形成标准化产销体系，
在更多村庄设立种植基地，让多肉
植物产业的发展惠及更多村民。

住在种植基地不远处的于金
荣，农闲时间经常来到这里，将多
肉植物打包装箱。“这里工作时间灵
活，一天能挣二百块钱左右，还不耽
误照顾家人。”于金荣告诉记者。

“多肉植物产业已经带动超
过 3000 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助
力全县 30 个村每村增加集体收入

约 4 万元。”曲周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袁建峰介绍，截至目前，曲周县
多肉植物种植面积已达 3000 余
亩，年育多肉种苗 8 亿多株。

在规模效应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了种植多肉植物
的队伍。原本从事客服工作的秦
晓刚就被多肉植物产业的发展势
头所吸引，他不仅租了 9 个种植大
棚，还开起了网店，通过直播带货
增加销量。

“最开始我对多肉植物并不了
解，免费的种植技术指导和直播技
能培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秦晓
刚说。

如今，曲周县不再拘泥于传统
产销模式，而是将多肉植物与文旅
资源相结合，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
与服务。当地文旅部门推出了多
肉植物种植体验研学活动，让游客
亲手种下多肉，在田园乡间学习植
物生长的奥秘。

百鸟朝凤、玉露琼浆……依托
邯郸的文化资源，成语主题的多肉
文创产品成为市场的“新宠”。董
光明说，许多人会在婚礼、生日、乔
迁新居等场合找他们定制多肉文
创作为装饰或伴手礼，赋予多肉植
物超越自身的纪念意义。

（黄昱璋 董笑坤）

“小多肉”托起乡村振兴“大产业”

四月的风掠过昭苏台河，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悄然吹进梨树县喇嘛甸镇。4月7日
上午，镇政府大院里人头攒动，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振兴 线上大集”活动热闹开
启。以脱贫户为主的村民们带着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在直播镜头前展示着庭院里
精心培育的“生态宝贝”。这场由党建引领与数字化赋能的“云端大集”，正以全新的
姿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老谭支书化身“主播”生态好物秒变“抢手货”

“家人们！这些是婆婆丁，老乡们起
大早挖来的，纯野生、带根的，绿色无污
染，婆婆丁只有两单，吃着老健康啦！”在
喇嘛甸镇政府大院的露天直播间，沈洋
镇前太平村支书谭小东化身“主播”，受
邀带着团队前来助阵。他操着一口东北
乡音，举着沾满泥土的婆婆丁，对着手机
镜头热情推介。

“三二一，上链接！”随着谭小东一声
有力的吆喝，直播间瞬间沸腾。小黄车
被粉丝们疯狂“拍单”挤爆，留言区的评
论如潮水般刷屏：“已下单，支持乡村振
兴！”“九月青豆角看着就新鲜！”直播间
外，工作人员紧张忙碌着：有人登记村民
带来的农产品信息，有人拍摄产品细节，
还有人紧盯着电脑屏幕，仔细核对价格、
上架链接。

一棵树村73岁的村民王淑琴使用老
年机，从未在网上卖过东西，看到手机竟
能卖货，满眼新奇与兴奋：“我这辈子都
没想到，自家养的鸡鸭下的蛋，不用出远
门，在这镜头前就能卖出去！”据介绍，她
老伴去世了，自己一个人生活，家里养了
8只母鸡、10只鹅、10只鸭，喂的全是麦麸
子、碎米子、小土豆等杂粮，未添加任何
饲料。这些蛋因自己吃不了才拿出来
卖，没想到却成了“抢手货”。

“家人们，有想吃农家小院生产的笨
鸡蛋、笨鹅蛋，就把‘想吃’两个字打在公
屏上，有需要的就拍一单。”“这些鹅蛋真
大，吃起来一定很香！”直播中，谭小东不
断推介老乡家的农产品。仅两小时，村
民带来的70余种农副产品便销售一空，
销售额突破5万元。

从“愁销路”到“数钞票”直播打开幸福新窗口

喇嘛甸村六社77岁的村民杨桂芳拿
来3捆豆角干和27枚鹅蛋。她患有慢性
病，需常年服药，以前种地收入除去药费
所剩无几。“多亏谭书记帮咱们直播卖货，
眨眼间两样货就卖光了，比赶集摆摊快太
多了！”杨桂芳激动地说。

“我家鹅蛋虽然外壳沾着泥，但吃着
特别香！”脱贫户王大爷攥着刚结算的200
多元现金，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花。78岁的
他，老伴瘫痪在床，家里的经济重担全压
在他一人肩上。过去，他常常为鹅蛋卖不
动发愁。如今，通过老谭支书的助农直
播，自家鹅蛋成了老谭口里家人们的“香

饽饽”。
九月青豆角、倭瓜干等农产品供不应

求。“这次线上赶大集活动，不仅帮村民增
收，更让大家看到了电商的力量！”谭小东
说。他开播一年多来，走过30多个乡镇，
卖出大脑瓜1万多公斤，乌米1.5万多公
斤，鹅蛋近30万枚。他推荐的梨树九月
青豆角和梨树白猪肉十分畅销，曾经不到
一小时就卖出上万单。他表示，目前梨树
县特别缺少“三农”方面的主播，希望更多
年轻人加入助农主播队伍。直播带货，不
仅让家乡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更让他
们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

“赶大集”赶出新气象 乡土经济焕发新生机

这场特别的“云端大集”虽已圆满落
幕，但喇嘛甸镇的经济发展和带动村民
致富的脚步未停。喇嘛甸镇位于梨树县

西南部，耕地面积 8596 公顷，辖 14 个行
政村，其中一棵树村和申染房村是脱贫
村，有56户脱贫户。这里从上个世纪80

年代起，就大面积种植棚膜瓜果蔬菜，如
今全镇瓜果蔬菜种植已实现规模化、特
色化、有机化，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喇嘛甸
品牌。

凭借靠近县城的地理优势，棚膜经
济蓬勃发展。“全镇整体棚膜数量达4010
栋，种植作物以马铃薯、胡萝卜、豆角、白
菜、黏玉米、香葱、秋葵、香瓜、南瓜、黄
瓜、万寿菊为主。以蔬菜大棚反季节种
植的九月青豆角、草莓、胡萝卜等，凭借
口感好、品相佳、无公害而远近闻名。日
光棚的效益是传统种植模式的10倍，温
室的效益是传统种植的15-20倍左右，棚
膜经济年创造社会总产值达2.2亿元，11
个农产品获绿色认证。”喇嘛甸镇人大主
席伊思影介绍。

特色村屯示范引领经济发展。王家
园子村在村支书王彦带领下，成立梨树
县盛园蔬菜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日光
大棚发展到1218栋，年生产瓜菜1035万
公斤，产值3545万元。仅棚膜一项，人均
经济收入达到16656元，占农民人均总收
入的80%，成为远近闻名的棚膜经济产业
大村，为全镇产业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
引领作用。“村党支部领办的百草原农民
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香葱1.5公顷、香瓜
2公顷、九月青豆角20公顷。目前，小香
葱刚上市，香瓜大约5月20日可以开园。”
梨树贝村村支书王俊峰介绍。如今，喇嘛
甸镇还与绥芬河市蓝洋公司达成初步协
议，即将打造对俄蔬菜出口贸易基地，让
这里的蔬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构建助农长效机制

“这次与老谭支书的合作，让我们真
正看到了‘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潜力！”
喇嘛甸镇党委书记褚国华目光坚定地
说。他表示，将以这次线上大集为起点，
进一步把党建引领与数字技术深度融
合，创新探索“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持
续搭建消费助农平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搭建常态
化电商培训平台，邀请专业主播培训村
民直播技巧，让更多“新农人”掌握直播
技能；二是深化“一村一品”建设，严把质
量关，打造喇嘛甸特色品牌；三是整合文

旅资源，通过“直播+旅游”“直播+民俗”
带动全域经济加速发展，真正让流量变
成“新农资”，让手机变成“新型助农工
具”，让全国的百姓品尝到纯绿色、纯天
然、营养健康的乡村农产品。

在党的“三农”政策指引下，喇嘛甸
镇依托资源优势，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对
接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市场，让脱贫户
端稳“金饭碗”，让乡村振兴跑出“加速
度”，全面打造绿色、生态、有机农业特色
小镇和“三农有机化小镇”，一幅充满希
望的现代农业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