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神州速览
责编：汪文正 邮箱：hwbjjb@163com

2023年3月14日 星期二

举办海外企业交流洽谈会，参加国
际展览会，组团“出海”访问……今年以
来，山东青岛“走出去”的步伐不断提速。

“终于又见到了日本的生意伙伴！”
青岛秋实通商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食品
营销企业。2月14日，公司驻日代表河
本强跟随青岛市商务局经贸代表团一同
前往日本，在青岛日本工商中心的帮助
下，恢复了与客户的线下交流。

“千封邮件不如一次见面”，这是众
多外贸企业的切身感受。

2月 16日，青岛市贸促会经贸代表
团赴泰国举行专场对接洽谈会，与参会
泰国企业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当场
达成合作意向，面对面交流的效率真
高！”欧中贸易集团总经理杨霞感慨。

青岛中港通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洪启有着相似感受。2 月 15 日，
日本东京，在青岛市商务局和日中经济
协会共同主办的企业交流洽谈会上，他
与一家日本企业管理者一拍即合。“政
府带队组织面对面交流，增强了客户对

我们的信任感，原来预计要对接多次才
能达成的协议，没想到一次就办成了。”

拿下新订单，外贸企业开始加班加
点赶制产品。

“2000 组动车座椅和 184 套火车座
椅春节后刚刚经海运发往韩国。去年底
又收到来自韩国价值7000万元的动车座
椅订单。”青岛美莱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鹏说，目前公司还有德国、波
兰、美国的飞机配套设备订单，生产线
计划排得满满当当。

青岛品斯洁家纺有限公司是疫情后
首个山东赴韩国经贸促进团的出访企业
之一。得益于“走出去”早行动，公司刚
开发的新产品已经收获了第一批订单，
车间早早忙碌了起来。

绳缆行业龙头企业青岛海丽雅集团
有限公司春节后也一直处于紧张的生产
状态中，目前特种绳缆的订单量同比增
长 10%。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今年订单
更多增量要靠‘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外贸企业忙碌的背后，是一系列稳

外 贸 稳 外 资 举
措 释 放 的 政 策
红利。

今年初，青
岛 市 商 务 局 发
布《2023 年青岛
市 走 出 去 拓 市
场 促 招 商 抢 订

单工作方案》以及配套制定的《青岛市
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若干政策措
施》，打出了“方案+政策”组合拳。围绕
全市24条重点产业链，梳理出100家拟
拜访境外企业招商引资目标库、84 家拟
拜访境外机构招商引资目标库、20 个
2023年重点组织的境外展会计划，以及
50 个 2023 年推荐的境外展会计划，与
重点国别（地区）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开放合作。

针对企业出境参展的迫切需求，青
岛市贸促会第一时间启动服务响应，帮
助企业解决签证难、展位紧俏等问题，
提供出境参展全程服务。在今年首个出
境展团——2023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家
用及商用纺织品展上，青岛企业达成意
向订单 340 余万元，发展客户资源 500
余家。

据介绍，今年青岛将围绕重点市
场、重点行业，以重点展会为支撑，支
持外贸企业积极拥抱海外市场，助力企
业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

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

——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
产总额到2020年底已达7.7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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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
重要形式。这一经济形态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历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在何处？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员倪坤晓向记者介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
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明确指出“1956年，
我国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
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随着多年发
展，农村集体经济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出现集体资产产权不明、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文件，
提出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学
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明晰集体
所有产权关系，发展新型集体经济。

“这个新型集体经济，新就新在不是传统
的‘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而是集体成员边
界清晰、集体产权关系明确，是更具活力和
凝聚力的农村集体经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卢晖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随着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更多集体资产
被盘活，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持续增强。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滩乡
东达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近年来不断增加。

“我们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契机，摸清
了村集体资产家底，明确了产权。”东达村驻
村第一书记滕飞介绍，在此基础上，村里种
蘑菇、养牛羊、开展土地托管，2022年全村
羊年存栏量6万只，年产平菇6万斤，土地托
管年每亩分红达到 57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增至 35 万元，村民收入从 2015 年的 4800 元
增长到2022年的14200元。

在江西省遂川县，昔日的荒山荒坡成为
农民增收引擎。通过盘活闲置土地，遂川县
在全县 185 个贫困村建设光伏电站，提高村
集体收入。2022年，全县村级光伏电站发电
量达 1321.5 万千瓦时，实现集体收入 1576.4
万元，此外还缴纳增值税 404 万元、享受减
免30万元。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乡（镇）和村、组这
三级组织的集体资产总额增至 7.7万亿元（不
包括耕地和其他资源型资产）。其中，有集体
经营性收入但低于10万元的村级组织增长至
24.02 万个，较 2015 年增加 28.45％；集体经
营性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的村增加至 17.86 万
个，较2015年增长117.80％。

因地制宜探索有效途径

——多样化发展，包括资源发
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

中国农村地域分布广、差别大，集体资
产构成也不尽相同，如何根据实际管好用好

集体资产，促进其保值增值，进一步壮大集
体经济？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明了多样化发展途
径，包括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
参股。”倪坤晓说，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
各地将因地制宜选择、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
途径。包括利用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四荒”地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果园、养殖水面等
资源，集中开发或者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
发展现代农业项目；整合资产打造优质物业

经济，积极盘活村集体原有办公用房、会堂、
学校、厂房、仓库等房产；发展乡村餐饮购物、
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老托幼、信息中介等
生活服务，推动农村由卖产品向同时卖服务
转变；通过入股或者参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等形式发展集体经济。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强蛟镇胜龙村通过
提供物业服务、收取租金和摊位费等方式，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超100万元。“我们村曾
是个经济薄弱村，这几年得益于村子附近多

家企业入驻，原本只有 460 多人的村子住进
了 800 多名外来人口。”胜龙村党支部书记吴
伟林向记者介绍，人气旺了，超市、小吃摊位
越来越多，村里仅超市就开了5家，“我们把
闲置的房产资源整理出来租给商户，收取摊
位费和超市、饭店房租，这已经成为村集体经
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卢晖临表示，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
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模式具有收益稳定、风
险可控等优势，目前在不少地方已发展得较

为成熟，“特别是资产入股模式，普惠性强、收
入弹性大，推动集体经济收入‘水涨船高’作用
很突出。”卢晖临说。

在重庆市城口县巴山镇农民村，生猪养
殖大户刘杰前些年想扩大养殖规模，却苦于
找不到合适的地块。“得亏股权化改革项目，
我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11亩土地和15万
元现金入股，成了我的猪场股东。去年猪场
出栏量达2000多头，赚钱后我立马给村集体
经济组织分了红。”刘杰说，今年准备再修 2
座猪圈，增加炕房和冻库，延长生猪养殖产
业链，预计分红金额还会增加。2022年，依
托资产参股、居间服务等模式，巴山镇10个
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达178.1万元，农户分红
达129.6万元。

唤醒“沉睡”资产，农民腰包鼓起来。从全
国范围看，2020 年集体经营性收入中可分配
收益的部分近 3500 亿元，扣除用于扩大再生
产的投资以及用于村、组公益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的费用等，用于农户分配的部分为772亿
元。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全国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累计已超4000亿元。

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发展还不平衡，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资产过半集中在东部地区

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但也面临不
少挑战。其中，发展不平衡是一个突出问题。

从区域比较看，按照东、中、西部的区域划
分，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7.7万亿元的资产
总额中，东部地区约为 5 万亿元，占全国的
65.5％ ；中 部 地 区 约 为 1.4 万 亿 元 ，占 比 为
17.6％；西部地区为1.3万亿元，占比为16.9％。

从资产构成看，东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 5 万亿元资产中，经营性资产占比为
56.4％，其他是公益性资产；中部地区的经营
性资产占比为 26.5％，西部地区的经营性资
产占比为23.9％。专家解释，公益性资产的运
行需要不断地投入费用，不能产生直接收益。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从多方面持
续努力。”倪坤晓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
体资产管理的主体。目前，一些地方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着组织机构不健全、运行
机制不完善、监督和管理制度不落实等问
题，以致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加快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进程，研究出台适合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特点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充分发挥其在
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
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另一关键因素。卢晖
临认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是养懒汉、
鼓励“搭便车”，更不能满足于“坐地收钱”，要
充分激发“能人”“带头人”等乡土人才的积极
性，让乡村能人领办集体经济，聚集资源实
现创新。

在四川省盐亭县黄甸镇，三学村建立起
“土专家”“田秀才”人才库，以乡贤回引工程
为集体经济蓄力。“能人”们带动村民参与柑
橘等产业发展，通过土地流转、居间服务
等，2022年村集体年收入超50万元。

“我家现在年收入已达到 10 万元左右，
这得感谢村里那些帮我们依靠科技增收致富
的‘最强大脑’。”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榆岭窊
村村民张如英说，这些年，先是在外办企业
的“能人”回村带着大家发展产业，后来村里
又建起人才公寓，10余名农业技能人才和20
多名大学生住了进来。人才队伍强了，村里
的产业项目越来越多，收入节节高。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00 万元，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9.8万元。

倪坤晓认为，从长远发展看，既要从结
构上着力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
从规模上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可持续
性。“在此过程中，应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
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让农民有更
多获得感，不断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倪
坤晓说。

春耕开启。一批精通现代农业技术的农
艺师，走到田间地头，传授最新农业技术，
讲解智慧“新农具”的操作方法，帮助种植户
解决技术难题。在河南省临颍县，先正达集
团中国旗下的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农艺师
带来了农用无人机，为农户提供快速、高效
的农事作业。伴随着无人机的起飞，农户可
以同步对农场进行监测。春耕服务中，农艺

师还大量借助最先进的智慧农业系统，以农
业精准气象和病虫害防治预警为切入点，帮
助种植户实现农业技术标准的数据化、栽培
管理的精准化和生产基地运营的智能化。

图①：先正达集团中国的农艺师在河南
省临颍县运用无人机保障农事作业。

图②：农艺师在陕西省潼关县向农户讲
述小麦种植技术要点。 钟 化摄影报道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首次明确——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产权关系明晰、
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
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专家表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提出多年，
但到底是啥样、咋发展，一直没有详细规定。此
次文件回答了这两个关键问题，有助于确保集体
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唤醒更多
农村沉睡资产。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什么样、怎么发展——

唤醒更多农村“沉睡”资产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抢订单拓市场，青岛外贸加速“走出去”
宋晓华

①①②②

“一号文件”新提法

传递哪些信号⑤

““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新提法新提法

传递哪些信号⑤传递哪些信号⑤

◀湖北省襄阳市
襄州区龙王镇松树坡
村围龙王镇探索“村
企共建”，发展集樱花
观赏、果蔬采摘等乡
村旅游业态，助力村
集体经济增收 20 万
元。图为松树坡村九
组的民居。

王 虎摄
（人民视觉）

▶2022 年，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谢安镇扎
林村对 1200亩撂荒地集中整治，通过集体经济
联合社进行统一种植、统一管理，既盘活了闲置
土地、让村民变股民，又让荒山成景点。图为3
月5日，儿童在扎林村油菜花地里玩耍。

潘 帅摄 （人民视觉）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通过“龙头企
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户”模式，建设
万亩蔬菜基地，促进农民增收。图为3月6
日，村民在铅山县永平镇缸瓦窑万亩蔬菜
基地采收蔬菜。

丁铭华摄 （人民视觉）

农艺师田间农艺师田间““把脉把脉””助春耕助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