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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众筹，打造新时代版“打硬股”
玉环一滨海小镇的共同富裕之路（上）

□通讯员 林学富 张聆听

“村里推出‘股份众筹’，一家四口人投入19500元

入股，两年不到已分红两次，共分得6900元。以后，村里

旅游项目赚的钱，我们家都会有分红。”近日，37岁的玉

环市干江镇上栈头村村民姜岸柳开心地说，自己在村旅

游公司卖门票每月有3000元工资收入，还能照顾家人。

台州历史上，在沿海渔区，曾有几家人联手投资入

股，共同造船置网出海捕鱼，被称之为“打硬股”。如今，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玉环干江镇，开始探索新时代版“打

硬股”，就是姜岸柳所说的“股份众筹”，开辟了一条共同

富裕的新路子！

新时代版“打硬股”，
人人都“投得起”

干江镇的“股份众筹”改革，发轫于

上栈头村。

这是东海边的一个山区海岛村，碧

海、蓝天、岩石、海鸥……独特的海韵风

貌在村中随处可见。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

上栈头村越来越靓，吸引着附近群众来

看景，但遗憾的是：游客只留下满地垃

圾，却没留下一分钱。

“村‘两委’一直在寻思‘如何把美丽

风景转化为村民和村集体收入’，但总找

不到好思路。”上栈头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吴法林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联系该村的干江

镇人大副主席颜光冬，在朋友圈里刷到

了张家界的网红玻璃桥，便向村里提议

建玻璃吊桥。

“根据设计方案，造玻璃吊桥要投资

近700万元，这对村集体年收入不足8000

元的上栈头村，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吴

法林说，他们把难题交给村民代表大会

来讨论决定。

会上，村“两委”抛出两种方案：一种

是引进工商资本来投资，双方利益分成；

另一种是村民众筹投资，自己运营。

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代表们不约而

同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拒绝工商资本！

“老板来投资，如果成功了，村民只

有有限的土地租金收入，村集体分成也

有限，而且老板也不会爱惜土地。”今年

65岁的上栈头村村民陈仕东道出了村民

拒绝工商资本的缘由。

于是，新时代版“打硬股”——“股份

众筹”，便应运而生。

上栈头村注册成立了浙江栈头渔村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运营玻璃

桥项目，公司通过“村民 49%+村集体

51%”股权分配比例筹措资金，村民以每

人每股 2500 元的标准认筹，年度按股权

分红。

第一轮，上栈头村全村1036人，自愿

入股810人。

2018年12月23日，历时7个月建设，

玻璃吊桥投入运营。

上栈头的玻璃吊桥面朝大海，飞架

于悬崖峭壁之上。全长 138 米，宽 2 至 3

米，桥面至谷底垂直高度达70米。

玻璃吊桥一开放，迅速蹿红，游客蜂

拥而至，不到4个月，门票收入达400多万

元。2019 年 3 月 15 日，村里进行了第一

次分红，每股分红1000元。

看到这么短时间就有分红，之前正在

观望、没有投资入股的上栈头村民坐不住

了，向村委会主动提出要求追加入股。于

是，上栈头村顺势启动了第二轮“股份众

筹”，按每人每股3000元众筹，建设了海底

隧道、滨海摩天轮、神州飞碟等项目，此轮

共有980人入股。2020年1月，村里进行

了第二次分红，每人每股1100元。

随后，“股份众筹”改革的星星之火，

迅速在干江镇燎原。炮台村每人每股

5000元，众筹推出玻璃漂流项目；垟坑村

分成1000元、2000元、3000元三档投资入

股，众筹推出荷塘主题项目；下栈头村股

份众筹建设了海鲜一条街、无边泳池项

目……

“股份众筹”为何如此受老百姓热捧

呢？在颜光冬看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

村民“投得起”，另一个是“与村民利益相

关”。“一股三五千元，投的钱不多，也承

受得起失败的风险。即便不成功，投资

的项目相当于村民自建游乐场，自己也

能享受。”陈仕东说。

颜光冬清楚地记得，当时，16岁嫁到

上栈头村，现已91岁的秀花阿婆也投资

入股了，她说：“自己从小到大，从来没见

过这么多人来村里。亏就亏，也就几千

元钱，看到这么多人来，我这个老太婆很

开心，也就不孤单了。”

而另一方面，由于“股份众筹”使村

民成为利益相关者，配合、参与项目建设

经营的主动性剧增，避免了以往工商资

本“单兵突进”“与民争利”现象，极大地

减少了项目建设推进中征地、迁坟等遇

到的各种阻力。

“玻璃吊桥项目建设，本来预估要10

个月到一年时间，后来不到8个月就建好

了，因为村民都认为建得越快越赚钱。”

上栈头村村委会副主任、村景区负责人

陈妙根说。

“49%+51%”股权结构，
“强村富民”巧妙结合

“村里光景区门票，一年就有

700 多万元收入，我们按‘村民

49%+村集体51%’的股权比例分

配收益，有效地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也增强了村集体的统筹能

力。”作为“股份众筹”改革发起人

之一的吴法林说。

在玉环干江镇的“股份众筹”

改革中，全部都设置了“村民

49%+村集体 51%”的股权结构，

他们称之为“4951”机制。那么，

为何是“49%与51%”？这个股权

比例，有何价值呢？

在干江镇“股份众筹”改革

中，都是通过设立公司，引入现

代企业模式，筹资、运作和分红

都由公司来落实，经营村庄，发

展村庄。如上栈头村注册成立

浙江栈头渔村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发展“美丽乡村+游乐”；炮

台村开办浙江炮台红色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发展“美丽乡村+红

色旅游”；上栈头村、白马岙村、

炮台村三村联合成立干江追梦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每个村占

33.33%股份，共同开发滨海小火

车项目……

“公司管理层和村班子虽说

是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但村公

司与村集体的财务是完全独立分

开的。旅游项目的决定，开发建

设事宜，以及收益分红都由公司

‘说了算’，但10万元以上的资金

支出仍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炮

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骆

福忠说。

在颜光冬看来，由村公司来

“切蛋糕”，两个作用非常明显，一

是避免了村集体与村民“争利”，

二是能够跳出村庄发展村庄。

“其实，农村许多矛盾都是因

利引发的，有的因村集体在村民

间分配不公，有的则因村集体与

村民争利。通过设立公司，引入

现代企业模式，按股权分配利益、

行使职权，权责清晰，避免了各方

争利现象。”陈妙根说。

上栈头景区开业第一季度就

获利400多万元，按照比例，本来

可以每股分 2000 多元。村“两

委”会议商量，打算全部分红给村

民，但在村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

提出不要全部分回来，因为看到

了项目的长远利益，表示要把分

红继续入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的更多项目，最后每人每股只分

红1000元。

“赚的49%归个人，村里赚得

越多，自己分红就越多。现在，我

们村村民除了积极支持旅游项目

建设，办厂的村民也纷纷以企业

名义担保向银行贷款，帮助村集

体筹资。”今年 55 岁的上栈头村

村民吴加青说。

“股份众筹”，让村民从以往

的乡村旅游建设旁观者变成主动

参与者。“4951”机制的建立，既保

证了村民利益最大化，又保证了

村集体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巧

妙地把强村与富民有机结合起

来，充分调动了集体和个人两个

方面的创富能动性。

2020年，炮台村玻璃漂流项

目门票收入达 270 万元，按照村

民49%、村集体51%的股权比例，

拿出 108 万元给村民分红，剩下

100 多万元作为村里的启动资

金，新增了“步步惊心”和“悬崖秋

千”两个项目。

村民的投资热情，又激发了

村“两委”干部的创业热情，干江

镇各村的乡村振兴项目如滚雪球

般越滚越大，村集体经济也随之

壮大。上栈头村，在滨海玻璃吊

桥基础上，新推出了海底隧道、滨

海摩天轮、神州飞碟，以及军事打

靶、儿童乐园、丛林穿越等 10 余

个项目。到目前，该村整个旅游

开发投入达4000多万元。

“现在村年旅游总收入已达

350 万元，且村里二期旅游项目

‘真人野战基地’‘重走红军长征

路’等项目也即将对外营业。村

集体经济壮大了，村里各项民生

事业，也都开始张罗起来了。”骆

福忠说。

游客在上栈头村玻璃吊桥上游客在上栈头村玻璃吊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