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综合集成改革的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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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来稿说，日前，省交

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联

合公布 2022 年农村客货邮

融合发展星级样板县名单，

其中，松阳县获评五星级样

板县，绍兴市柯桥区等 6 个

县（区）获评四星级样板县，

三门县等5个县（区）获评三

星级样板县。

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物

流起步晚、发展慢。农村物

流往往单体大、货物重，普遍

存在利润低、数量小、频次

低、收发地点分散等弊端，单

独开辟农村物流系统成本过

高，很多快递公司设点大多

只到乡镇一级。快递进不了

村，村里的农产品出不来，农

村物流堵在了“最后一公

里”。开通由交通运输部门

提供公交站场、邮政部门提

供人员、供销社提供车辆的

客货邮融合线路，升级“省市中转、区域分

拨、村级配送”三级新物流配送体系，可以

打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入村”的双

向流通渠道，实现农村物流与城市物流的

有效衔接。

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首先要优

化农村物流网点布局，扩大农村物流服务

范围，降低快递网点建设成本。其次要打

通农村物流的“毛细血管”，充分利用乡村

现有公共设施，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乡

镇客货邮综合服务站、“一点多能”的村级

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再次要推进农村物

流网点智能化管理，赋予农村物流服务网

点快件进村、支持快件自取和快件揽收功

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快递服务。

在农村物流配送中，普遍存在派送半

径过大、网点交叉覆盖、利用率低等问题，

不仅增加了派送成本，更影响派件效率和

服务质量。打造“交、邮、快、销”四位一体

新模式，必须打破各快递公司自成一体、

互不往来的现状，统一纳入到“村村通”系

统，形成物流同仓、同车、同网、同配的共

同配送模式。要结合“村村通公交”优势，

创新“客运+物流”的“跨界合作”模式，实

现社会资源最大化利用。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期待这个精准

集约的客货邮融合发展新模式，在长效运

行、健康发展中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双

循环”，跑出农村物流“加速度”，让农民获

利，让消费者获益，成为点燃乡村振兴和

共同富裕的“新引擎”。

台州乡村综合集成改革的

“七要素”，以党建引领创新治理

模式、以数字赋能打造未来乡

村、以系统规划加速镇村集聚、

以全域整治盘活发展空间、以要

素盘活实现产业融合、以激活资

源促进村集体壮大、以全民持股

推动共同富裕，促进城乡承载能

力提升。

一是系统谋划，片区化建设

共美新乡村。打破传统“就村论

村”“就镇论镇”思维，全域一盘

棋，推动边缘、散落的村庄人口

向中心镇（村）聚集，将美丽乡村

建设内涵由单一环境美拓展至

美丽经济、公共服务、古村文化

等方面，突出村卫生室、幼儿园、

居家养老中心配置，有力促进乡

村空间重构、环境重生。20 个

试点片区，对照“九个一”“十不

宜十提倡”建设标准，以片区带

全域，推动全市建设未来乡村

33 个、星级美丽乡村 600 个、乡

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47 个、农村文化礼堂 2936 家。

前七批省级历史文化村落重点

绩效评估优秀率连续 7 年全省

第一。

二是要素互通，组团式发展

共富新产业。通过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和标准地改革，盘出发展

空间，挖掘资源优势，错位布局

乡村产业，招大引强优质项目。

通过平台提能、要素提级、技术

提质，加速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

通，有力推动产业结构、产业形

态、产业链条迭代升级，全面夯

实共富基础。2022年，台州市首

次成功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创建名单，实现高层次园区

“零”的突破。今年一季度，全市

55个农业农村项目入选省级农

业农村项目库，其中 14 个项目

列入全省“千万工程”重大项目，

总投资 65.25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5.25亿元。

三是全民共享，融合型构建

共赢新机制。通过党建联盟凝

聚合力，通过盘活空间、招引项

目发展富民产业，在此基础上，

全市域探索众筹持股、片区组团

持股、飞地抱团持股等六大农民

持股模式，积极打造“强村公

司+农民持股”2.0版，搭建企业

与村集体、村民利益链接桥梁，

形成融合性发展模式，构建多方

共赢利益机制。全市共有强村

公司 246 家，注册资金 20 亿元，

涉 771 个村。如“湖光山色”大

溪试点片区，6个太湖库区村集

体和移民补助资金联合参股成

立公司，投资4700万元，购买土

地建厂房11730平方米，发展物

业经济，村集体可年增收近300

万元。通过参股分红、房屋出

租、家门口就业等方式，每户移

民可增收近3万元。推出“股份

众筹”共富模式，每股 2000 元、

共3300股，建设“乐畔桃夏四记

园”，开园5个月，已实现收入超

160万元，年收益600元/股。

作者系台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按照“七要素”发展思路，每

个县（市、区）选择一个以上基础

好、干群热情高的片区先行先

试，可以采取几个村统筹、整镇

推进、几个乡镇联动等方式，分

批有序推进，实现项目化管理。

通过3-5年努力，全市域建成乡

村综合集成改革共富示范带20

条，涉及 425 个行政村、村域面

积1749平方公里。

一是党建联建引领。台州

市积极探索农村基层组织体系

的整合重构与实体化运行，通过

成立跨村、跨镇的区域党建联建

平台，建立运行机制，引领一体

化治理，协调解决跨区域的衔接

问题，变各村单干为抱团作战。

截至目前，425个村实现党建联

建机制全覆盖，共打造 67 个片

区党建联建机制平台，党建联建

引领一体化治理经验被中组部

《组工信息》等简报刊发。

二是数字改革推动。推动

“基层治理四平台”“亲农在线”

“瓜农天下”等多跨场景落地应

用 ，全 科 网 格 建 设 达 标 率

100%。建立农村电子商务配套

设施，壮大发展社交电子商务、

直播电子商务等新业态。迭代

升级乡村教育、健康、养老、文

化、旅游等数字化应用场景，推

动城乡公共服务同质化。农村

集体“三资”云监管、“三务”云公

开，村务实现“钉办”，打造智慧

型乡村。

三是城乡一体规划。统筹

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片区组团

整体谋划，通盘考虑城乡特色，

探索构建“1+X+Y”的乡村规划

布局。将中心镇、中心村打造成

人口和资源的集聚高地，将保留

的特色村、历史文化名村打造成

乡村文旅的金招牌。引导边缘、

散落的村庄人口向中心镇（村）

聚集。

四是全域土地整治。根据

村庄资源禀赋和农户意愿，分

批、分区域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整合碎片土地、拓宽产业发

展空间，创新开展标准地改革、

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动农村有机

更新。全市开展全域土地整治

搬迁96个村，完成6273户搬迁，

新增耕地指标 3188 亩，建设用

地复垦1700亩。

五是高端要素注入。通过

全域土地整治腾挪出的农用地、

建设用地，用于打造一二三产高

端业态，挖掘优势资源，引入创

意农业、康养农业等新业态。积

极搭建平台，引入乡村振兴学

院、院士之家等高端要素，加快

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

乡村二三产业。全市试点片区

累计入驻优质项目 83 个，计划

投资额148.65亿元。

六是集体统一流转。发挥

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或打破行

政区划、经济主体的限制，由村

镇联合、农户众筹组建强村公

司，聘请专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

运作。农村改革盘整出来的闲

置资源，由集体经济组织（强村

公司）统一流转、统一招商、统一

分红。全市试点片区流转土地

4.89万亩、闲置农房3076宗。

七是村民全体持股。将村

民的“山林、田地、农房、资产”经

营权折算入股，或农户自筹资金

投资入股村集体（强村公司），推

动农村资源向股权转变。持股

村民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共享

发展红利。全市试点片区建立

强村公司32家，投资7.3亿元。

来稿摘登

乡村综合集成改革的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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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争先局长谈

台州：创新“七要素”赋能乡村综合集成改革
□徐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意见》对浙江提出了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的战略定位。今年，

浙江大力实施县域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台州

市专门开展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综合改革调研，认为推动台州乡村高质

量发展，必须运用综合集成改革手段，重点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空间

不足、要素缺乏，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难、村民共富路径少等三大问题。

为此，台州市积极探索，勇创新路，提出通过“党建联建引领、数字改革推

动、城乡一体规划、全域土地整治、高端要素注入、集体统一流转、村民全

体持股”七要素，迭代打造农村“三新”共富发展模式，推动“发展型乡村”

向“共富型乡村”跨越升级，全力打造共同富裕“市域样板”。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面貌焕然一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