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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连续实施了四轮“强村计划”，迭代

实施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从土地、政

策、资金、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构筑了坚

实的发展基础，凝聚了强大的发展动能。

一是村级集体经济稳固提升。2022

年全市村集体年总收入 52.9 亿元、村均

613万元，各县、各镇、各村之间发展较为

均衡，没有省级层面的经济薄弱村，7 个

县（市、区）全部进入中国城乡统筹百佳

县市前40位。

二是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自

2003 年至今，嘉兴农民收入从6127 元增

长到 46276 元，总量增长了 7.55 倍、年均

增幅为11.23%，总量连续19年位居全省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11 下降到

1.56,保持全省最小。

三是农村“三权”改革稳妥推进。嘉

兴的农村改革起步早、首创多，在农村经

营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改革等方面都有较多探索，特

别是在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集体

资产股权等农村“三权”改革方面取得了

较大进展。

四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稳步改善。

2004年以来，嘉兴不断构建包括就医、养

老、教育、社保、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在

内的均衡、优质的城乡基础公共服务体

系。在全省首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挂钩调整机制，基本医疗户籍人口

参保率保持在99%以上；在全省率先实现

村级卫生机构规范化率100%，镇级卫生

院标准化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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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很多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但对表党

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

求，对标群众对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典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

行市的期待，还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问

题短板。主要表现在集体经济经营性收

入偏低、增速趋缓；农民收入结构不尽合

理、增收乏力；城乡公共服务优质度不

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尚须加强；要素保

障不够充分等几个方面。

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创新强村模式。一是持

续深耕“飞地抱团”。“飞地抱团”是盘活

村级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资金，促进集

体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嘉兴要发挥先

发优势，重点在“扩面提质”上下工夫，要

向一般村、经济强村扩面，增加项目立项

建设和筹资筹地力度，同时精选好区位、

地块，招引经营实力强、发展前景好、投

资转化快的项目入驻。二是创新强村公

司经营机制。实施强村公司培育计划，

鼓励村单独或联合创办强村公司，开展

实业投资、物业服务、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和农村环境长效管护等。鼓励村经济

合作社开展闲置农房收储和盘活利用工

作，参与旅游开发、健康养老、休闲民宿、

蓝领公寓等业态建设。建立健全法人治

理机制，强化农村职业经理人培育，鼓励

村集体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团队），推

动村庄市场化经营。三是完善农村产权

交易体系建设。建设互联互通的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平台，建立农村产权评估、价

格发现机制，探索村集体把有偿收回的

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

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

一步搞活农村集体产权权能，提高村级

集体经济收益。四是深入实施品牌强农

行动。加快构建农业品牌体系，以品牌

运营机制体制改革创新为突破口，做强

“嘉田四季”和“嘉兴粽子”“嘉兴大米”

“嘉兴葡萄”等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产

品从“原料—商品—精品—名品—爆品”

的升级转变。

二、进一步健全富民机制。一是建

立农民稳定就业机制。加强基层公共就

业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城乡统筹的就业

和失业登记管理制度，构建常态化援企

稳岗帮扶机制。持续推动村企联建，开

发乡村公益性就业岗位，鼓励组建村级

劳务合作社，主动吸纳有劳动能力和就

业意愿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贫困劳动力，

优先承接农村环境整治、乡村旅游、物业

管理等乡村小微工程。二是大力推进共

富体建设。集中建设投资规模适度、见

效快、风险低的共富产业发展项目，重点

打造现代农业小微产业园、共富码头、共

富大棚等共富体项目。三是实施闲置农

房激活工程。建立基本完善的闲置农房

开发利用机制，探索创新“新乡邻公寓”

“蓝领公寓”“乡村民宿”等闲置农房盘活

利用方式。四是创新发展农村新业态。

加快发展直播带货、定制配送、集团配

送、无接触配送等新营销方式，搭建“产

业基地+农户+网店+物流+售后”的“五

位一体”模式，通过客服、配货、包装、物

流、售后等网络销售环节带动农民增

收。做足“农村+旅游”文章，开发乡村旅

游、休闲康养、农家乐、民宿等新业态，加

速发展美丽经济。五是强化低收入群体

兜底保障。健全低收入农户动态监测和

精准帮扶机制，构建低收入农户主动发

现、动态监测、返贫预警、精准帮促、信息

反馈的完整执行链。创新推进“飞地抱

团+”项目，扶持低收入农户入股“飞地抱

团”项目，让低收入农户每年获取固定收

益，优先享受集体经济发展红利。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赋能。一是探

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宅基地

所有权行使和收益分配机制，探索建立

宅基地资格权价值评估和村集体经济组

织赎回机制，建立健全宅基地征收、流

转、退出、经营等收益主要由农民获得的

保障机制，形成基本健全的宅基地有偿

使用和自愿有偿退出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二是探索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

以标准地改革为重点，建立健全农业标

准地供地标准、经营主体准入标准、生产

过程标准、投入产出标准和标准地储备

库等“四标一库”，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合

理配套设施用地和建设用地，优化农业

产业空间布局。三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推进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资格认定，厘清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权益、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职

能、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的关系，完善村

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股份

分红+善治积分”奖励机制。四是完善

“三权”改革配套改革。深化“三位一体”

农合联改革，建设区域性农业全产业链

综合服务中心，构建覆盖全程、综合配

套、便捷高效、线上线下一体的现代农业

农村综合服务体系。深化农业农村数字

化改革，打造有地方特色的“数据仓+能

力中心+业务应用”，推进“农业产业大

脑+未来农场”建设。

四、进一步提质公共服务。一是构

筑城乡均衡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全面

推行城市医联体建设，高水平建好县域

医共体，做实“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持续开展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培训，

推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城乡医疗服务

一体化。二是建立城乡一体的教育资源

配置机制。继续推进“县管校聘”管理改

革，完善教师流动激励保障机制，支持各

县（市、区）按规定落实流动教师的待遇

保障及奖补政策。深化“互联网+义务教

育”，推行城乡同步课堂、远程专递课堂

等，实现城乡学校资源共享、同步提升。

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补齐农村学

前教育短板。三是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

保障制度。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基础

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探索被征地居民

社会保障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终归

并”。四是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

设。坚持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一管护，统筹布局道路、供水、供

电、信息、广播电视、防洪和垃圾污水处

理等设施，持续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

升级，加快形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五、进一步强化要素支撑。强村富

民乡村集成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整合各方面资源要素，调动多方力量共

同参与。在资金保障方面，建议进一步

加大财政支持“三农”力度，调整土地出

让收益城乡分配机制，探索建立由政府

产业基金、村集体、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市场化基金等多方出资的“共富基金”，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强村富民改革项目建

设，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社会积极参

与、金融激励引导的多元投入格局。在

土地保障方面，加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和农

业设施用地供给，对试点区域、改革项目

进行倾斜保障。支持以村为主体申报实

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产生的节余

指标优先用于保障乡村产业发展、农村

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在力量保障

方面，完善乡村人才扶持政策，深入实施

“两进两回”行动，推进万名农创客培育

工程，引导各类人才参与农业农村建设

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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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来稿说，时

下，各地纷纷推动共富

工坊串点成线、组团发

展，形成“一社区（乡

村）一 特 色 ”发 展 模

式。但新时代的共富

工坊不再是传统意义

上的小车间、小作坊，

对农村劳动力的文化

素质和技能水平提出

了更高要求；再加上越

来越多的共富工坊难

免出现同质化和内卷，

如何为共富工坊支好

招、献好计迫在眉睫。

笔者认为，校企合

作打造“共富夜校”是

个不错的发力点，既可

点亮新时代农村“夜生

活”，凝聚农民群众的

思想共识，丰富农民群

众文化内涵，又能将

“共富”火种传递到广

袤农村，让农民增收、

集体增富。不过，受时

间、场地等因素限制，

“共富夜校”赋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的作用被压制。将知识搬到“云”

上，突破时空限制的“空中课堂”，不

仅有助解决农民“不便学”的难题，更

能让“共富夜校”释放出共振叠加的

育人效应。依托“空中课堂”，让农民

群众利用碎片化时间学技术，有助于

“共富夜校”融入日常、化为经常。

“共富夜校”“空中课堂”的推出，

让农民群众公平享有学历、技能“双

提升”的机会，从而为乡村振兴和共

同富裕提供知识和技能保障。有关

方面要根据农村劳动力年龄偏大、文

化偏低和技能不足等特点，因地制

宜、因人施策、靶向管理，对农村劳动

力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真正做到

“扶上马，送一程”。要广泛开展调

查研究，掌握当地共富工坊的推进、

发展现状，并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技能

培训。

具体在课程设置上，既要有村民

“点”的种植、养殖、电商经营等实用

课程，也要有政策、文化、法律法规等

理论“大餐”。要结合农时农事、乡村

振兴等实际，组织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的干部、致富能手、种养大户等组成

讲师团，用“乡音”传递党的声音和种

养信息。最好能根据技术技能、学历

提升、创新创业等类别，菜单式开设

务实管用、各具特色的共富课程，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更好满足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的技能提升需求。

改革成效及存在短板

来稿摘登

□邓建华 陈月茂 吕烨锋 伍倩琳

近年来，嘉兴坚持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创新探索强村富民乡村集成

改革，聚力破解“三农”发展难题，被列为全省唯一的全市域综合集成改革试点

地区。本文重点从改革的视野客观分析嘉兴强村富民的工作成效，研究探索强村

富民的对策思路，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激活发展潜能，在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中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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