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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农村集体资产改革的做法与思考

王爱敏
南乐县农业农村局�河南�濮阳�457400

摘�要：本文通过南乐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全面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强

化农村集体资产财务和集体资产档案管理，同时开展了示范社创建工作，为全县及其它市县集体经济改革，促进农民

增收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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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位于冀豫鲁三省交界处，是中国仓颉文化之

乡、全国食品工业强县，总面积624平方公里，辖6乡6
镇、322个行政村，总人口59万人、耕地65万亩。近年
来，南乐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紧紧依靠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努力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到2022年底，全县322个村集体收入全部“破零”，年收
入5万元以上的村达到273个，占84.8%，入选“河南省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典型案例”。

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要性

1.1  摸清家底
按照“程序规范、过程公开、专业清查、群众参

与、账内清查、账外核实”的原则，制定出台了《南乐

县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实施方案》，对农村集体经

营性资产、非经营资产、资源性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登

记。全县12个乡镇全部采取聘请第三方会计公司对资产
进行清查登记，对清产核资结果及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进行确认，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截至2022年，全
县农村集体资产10.9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1.49亿元，较
改革前增加1.04亿；核实集体土地总面积91.45万亩，其
中农用地74.96万亩，建设用地16.49万亩。

1.2  界定成员
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

可”的原则，制定出台了《南乐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身份确认的指导意见》，坚持“摸底、核实、确认”

三审议三公示程序，科学确认成员身份，做到防止多数

人侵犯少数人权益，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杜绝“两

头空、两头占”现象发生，确保成员得到群众认可。全

县32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完成了成员身份确认，编制
了成员名册，共确认集体成员529145人。

1.3  合作制改革
按照“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农民权益不受损失”的

指导思想，制定出台了《南乐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

指导意见》，在股权设置上提倡只设成员股、不设集体

股，在股权管理上提倡静态管理、不搞动态管理，将净

资产折股到人、量化到户。

1.4  财务管理强化
农业农村局、农商银行、河南晟宇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三方合作，筹备建立了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

涉及农村财务管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产权交

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项内容，全方位监管农村集

体资产、资源发包、村集体经济收益及资金使用等。目

前平台已经上线运行，股东管理、产权交易、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清产核资平台板块已投入使用。

1.5  档案规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结束后，各乡镇针对改革各

个环节过程形成的文件、方案、决议、章程、成员名

册、会议记录、影像资料等重要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并

装订成册，专柜存放。其中改革方案、章程、成员名册

等重要文件全部制作电子版存档，按照要求上传至全国

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有效防止纸质档案资料损

坏丢失，方便后期查询使用。

1.6  示范引领
开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示范社创建行动，通过树立

标杆，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示范社成为发展集体经济、

引领乡村振兴的典范，引导和带动全县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制度建设更加健全、财务管理更加规范。目前，已认

定县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示范社27个。
2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结合南乐县实际，先后实施村级集体经济三年“破

零”行动、规范集体土地经营管理专项行动、村级集体

经济提质行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根据资源禀

赋和自身特点，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发展集体经

济，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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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福堪镇福堪街村“村企合作”模式
盘活资产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巩固农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成果，提高闲置资产利用率和资金的周转率，

增加集体收入。福堪镇福堪街村，盘活闲置老旧市场面

积30亩，建设大型集贸市场。集贸市场由露天摊位和购
物中心构成。露天摊位900个，占地25亩，由村集体统一
管理。购物中心项目占地5亩，通过招投标，以181万元
的价格出让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费归村集体所有。购

物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4000万元，建设双层购物中心6
栋，规划商铺100间，项目建成后，由企业经营管理，集
体经济组织负责对资产使用进行监督，20年经营权到期
后，所有资产归村集体所有。

2.2  张果屯镇烟之东村“集体领办专业合作社”模式
张果屯镇烟之东村充分发挥村党支部引领优势，

以联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及旗下联富果蔬科技示范

园区为产业载体，实行“七统一”标准化生产管理，

建立“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的管理运营机制，按照

“国标”为农户统一提供种子有机肥、技术标准、田间

管理、产品回收、加工包装、仓储运输、品牌营销等

服务。目前，园区占地1760亩，建有高档日光温室700
栋，总投资6000万元，果蔬年产量达3000万斤，产值突
破6000万元，并投资建设联富果蔬交易市场，解决农产
品销售问题。园区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5个配电室，机井20眼，新修水塔5座，铺设供水管网
22000m，硬化道路4000m，栽种绿化苗木2500棵。2022
年村集体收入25万元左右，主要包括：村集体土地245
亩，每年600元承包给专业合作社，承包费14万；村集体
1座育苗温室大棚租赁给专业合作社，租赁费3万元；村
集体投资建设果蔬交易市场，交专业合作社运营，市场

管理费年约8万元，村集体和专业合作社8:2分成。
2.3  西邵乡模式
一是五花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户”模式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带头发展产业，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以实实在在效益，吸引带动农户参与，共同促进村

集体经济合群众增收。五花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

后，利用村集体土地100亩，发展高油酸花生种植，当
年亩均效益近2000元，比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高出近一
倍。2021年，村股份合作社带动本村群众700余户，与农
户签订种植合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群众提供统一供

种、统一管理、统一回收等社会化服务，发展种植高油

酸花生3000余亩。2022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又购买了花
生播种机、收获机、捡拾机等大型机械，实现花生种植

全程机械化，解决了规模化种植的最大障碍，辐射带动

周边5村共种植高油酸花生1万余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为签订协议种植高油酸花生的种植户提供播种、喷药、

收获等服务，按照市场价格的60％一80％收费，既让种
植户得到了实惠，又增加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收人。

二是股份经济合作社十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充分发挥
一些起步早、效益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引领作用，发挥

他们在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带动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起步发展。李苑村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李殿雨，

几年前探索豆丹养殖，注册了南乐县润田豆丹养殖合作

社，发展豆丹养殖100余亩，每年收益10万元以上。2019
年，经过村"两委"商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润田豆丹
养殖合作社联合发展，将水泵、耕种机械等村集体资产

等折算股金入股到润田豆丹养殖合作社，约定如果亏损

由润田豆丹养殖合作社承担，实现赢利则收益的30％作
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收益。当年豆丹养殖纯收入7万元，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增收2万元。2020年，村股份经济组织
将扶贫项目建设的50座大棚折价入股，种植豆丹、西蓝
花，按收益30％的比例分红。同时2020年通过先锋贷，
贷款25万元，购买挂车入股运输车队，由车队经营运输
业务，贷款还完之后，村集体按照纯收益的1/3分红，带
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

2.4  近德固乡“土地入股”合作模式
近德固乡从农民不愿干、干不了或干了不划算的环

节入手，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托管，探索形成

了“为农服务中心+村委会+农户+种地职业农民”，实现
共同受益。在近德固乡选择11个村，开展“企业+合作社
+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共计土
地托管面积3000亩。由企业负责提供生产资料、合作社
负责生产及社会化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协调联系

农户，农户只提供土地，不参与劳动。收益分配根据总

产值（毛收入），按照比例进行分红，职业农民、农户

各45%，村委会3%，为农服务中心4%，每年年底为农服
务中心再拿出净利润的20%与农户进行二次分红。2022年
首次麦季分红总金额达113.28万元，共涉及入股农户840
余户，农户麦季分红每亩最高的达1040元。

2.5  张果屯镇“扶贫异地置业”模式
统筹整合财政、扶贫、农业等相关涉农资金，采取

异地置业方式，建立农业生产设施等经营性资产，通过

出租或入股等方式增加收入。南乐县整合张果屯镇、谷

金楼镇、寺庄乡3个乡镇的25个贫困村项目资金3000万
元，参与建设在张果屯镇后孙黑村的西红柿小镇特色农

业产业项目，共建设77座大棚，根据贫困村实际出资比
例产权归各村所有，村集体每年根据出资额的6%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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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目前，建设多类型日光温室150余座，已全部运营，
可年产酸甜果系列优质西红柿、青春之歌香味小西红

柿、彩虹瓜之宝优质礼品西瓜等高端果蔬1500万斤，年
产值1.1亿元，带动贫困户1500余户，带动农业从业人员
1000余人，其中贫困户就业人员350余人。
3 启发启示

运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激发农村发展的

动力和活力，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子，对于促

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3.1  盘活资产是定位
“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

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

是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的重要形式。”这是中央关于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定义。这个定义

表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在盘活集体资源资产

上下功夫，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3.2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是关键
乡镇党委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主心骨”，

发挥统领作用，精心谋划、科学指导，加大扶持力度。

村党支部是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的引领人，要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通过村委换届选拔出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战

斗力的好班子，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组织保障。

3.3  遵循规律是前提
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把握规律，是科学谋划和推

动发展的前提下。通过近年来的积极探索，随着农业科

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缺乏，一家

一户经营越来越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迫切需要根据

各自特点，规范集体土地经营管理模式，不断壮大村集

体经济。

3.4  建立共赢是根本
协调好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之间的利

益关系，建立互促互进、互利互赢的长效机制，充分调

动各方积极性，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进土地流转，实

现规模化经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着力点，只有把落脚

点放在维护好农民群众利益上，该项工作才能有序进行。

3.5  发挥优势是关键

只有找准优势、发挥优势，才能明确发展定位，制

定发展思路和举措。以蔬菜种植为主的乡镇建立以合作

社为主，统一提供种子、化肥等农资、统一技术标准、

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产品回收、统一加工包装、统一仓储

运输、统一品牌营销等“七统一”模式运营；以粮食生产

为主的乡镇应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解放生

产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4 意见建议

4.1  强化村委班子建设
发展好村集体经济，就要打造一个好的村“两委”班

子，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优化“两委”班子的年龄

结构和文化程度，提升村干部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带

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的本领。

4.2  加大榜样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
运用村集体经济，造福村民百姓，使大家自身有幸

福感，干部有满意度，为其它村树立学习的榜样。比如

南乐县城关镇西街关村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为考上大学

的学生发放补助金，激发孩子们努力学习的潜能，春节

为六十岁、八十岁以上老人发放慰问品，让村民为生在

西街关村感到幸福、自豪。

4.3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应加大资金扶持

力度，整合项目资金、筹措奖励，支持农民专业合作

社、种粮大户、龙头企业等多元化主体积极参与到土地

经营，解放劳动力，增加集体经济和农民的收入。

4.4  加强部门领导，明确部门责任分工
县政府、组织部、农业农村及乡村振兴局各部门分

工合作，全面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谋发展，立

足各自资源优势，以推进土地流转、股份制合作、农业

产业培育为重点，努力做到群众受益、村集体经济增收

和企业盈利多方共赢，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结束语：当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关键时段，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

村。南乐县通过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加强了村

党支部建设，摸清了家底，盘活了村集体资产，为壮大

集体经济收入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同时为其它县

区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