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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经探讨
NONGJINGTANTAO

蓝田县地处秦岭北麓，关中平原东南部，辖 19 个镇街，337
个村民委员会。2020 年年末户籍总人口 65.5 万人，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5841 元。自 2017 年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以
来，蓝田县扎实推进改革，创新工作方法，基本完成了产权制度
改革工作。

一、取得成效
为了扎实稳步地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蓝田县在小寨

镇董岭村、洩湖镇簸箕掌等 5 个村先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扩大试点，先后打造了华胥镇东邓村等 3 个市级示范村，蓝
桥镇野竹坪村等 48 个县级示范村。截至目前，337 个村清产核资
已全面完成；370 个村组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186 个村完成登记
赋码；19 个镇‘街’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265 个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有 20 个合作社当年实现分红，分红资金约 1000 万元，
涉及股东 45961 人。

二、主要做法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体工作中，蓝田县主要做法为突

出三个强化、确保三个到位、创新三个举措。
（一）突出三个强化
1.强化组织领导。县、镇街专门成立了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

组和相应机构，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工作人员专
门抓。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岗位职责，层层分解任务，逐级压实
担子，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为切实打好这场攻坚战，提供
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2.强化督促检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不定期到各镇
‘街’、试点村进行调研指导，特别是省定贫困村督导检查，针
对工作中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等问题，及时会同县委督导室、县
纪委对排名倒后的镇街主要领导进行约谈，累计下发检查排名通
报 13 期。

3.强化宣传培训。一是强化学习。蓝田县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办法，通读、细读、研读相关文件，组织相关业务人员先
后赴渭南市华州区等地考察学习，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二是强
化宣传。通过多种宣传介质，积极向群众宣传中央和省市县改革
政策，使广大群众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三是强化培
训。聘请专业老师给各部门、镇街领导和各村支部书记作专题辅
导 2 次，让镇村干部把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目标政策
和操作流程。县上成立了由 13 人组成的讲师团，深入到镇村开展
业务知识培训。采取县级集中培训、镇街巡回培训、村组专题培
训等方式，对镇街业务人员、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及村组干部共
1900 余人次进行了全面培训，对一些村组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面对面讲解政策，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共计培训 320
场次。

（二）确保三个到位
1.确保人员落实到位。蓝田县上成立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

务中心，挂靠农经站与产改办合署办公，增加事业编制 17 名。各
镇街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人员从各镇街经济发展办公室抽
调，镇街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共落实人员 56 名，全员参与产改
工作。

2.确保工作经费到位。蓝田县财政 2018 年按照工作实际需
要，及时下拨专项资金 135 万元，主要用于产改工作经费及各镇
街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建设，累计下拨专项资金 280 多万元，为蓝
田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资金保障。

3.确保安排部署到位。结合蓝田实际，先后制定了《蓝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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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蓝田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取得成效、主要做法、创新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运用小寨镇董岭村集体经

济发展几个典型创新案例进行剖析，对新形势下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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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蓝田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工作实施方案》《蓝田县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清理工作实
施方案》等 10 多个文件，相继召开了动员会、座谈会等 20 多次
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了路径方法，基本达到了规定动作达
标，自选动作创新的标准要求。

（三）创新三个举措
1.建立四项机制。通过建立组织领导机制、部门包抓机制、

督导落实机制、信息报送和考核考评机制，及时破解了改革中遇
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有力促进了产改工作。

2.实行“五会”制度。定期召开双周汇报会、月例会、季度
点评会、半年小结会、全年总结会。这五会既是汇报会，又是交
流会，还是研讨会、培训会，更是鼓劲会、推进会，通过设立五
会，无论是在操作层面，还是在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等方面，取
得了明显突破。

3.创立了三种模式。一是“八大模块”工作流程，建立组
织、宣传政策、制定方案、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设置、成
立新社、壮大集体经济。二是“654321”示范标杆。三是“合作
社+X”运行模式，构建集体经济治理体系，不断探索集体经济新
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

三、几点经验
（一）党支部引领是核心
改革全过程始终突出党建引领，县镇村都要求由党委（支

部）书记任组长，各级书记亲力亲为抓改革，保证改革方向不
偏，程序不乱。

（二）群众参与是基础
在产权制度改革的各个环节，通过在村务公开栏公示、召开

村民代表、股东代表会议等多种形式，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带来
的好处，从而理解、支持、参与到产改过程中来。焦岱镇焦庄村
部分村民对清产核资后村集体资源有异议，村民监督委员会及时
介入，邀请村民代表重新丈量复核，确保公开透明。

（三）规范运行是保证
通过改革，实现政、经、易分离，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四大

功能作用，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让老百姓分享到改革带来的
红利。小寨镇董岭村过去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全村 172 户
630 人，改革开始后，通过召开 50 多次大大小小会议，群众知
晓、满意度达到 100%。村上注册成立了西安盛康创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对全村所有耕地林地、集体资产和资金量化到人、固化
到户，并颁发了股权证。按集体占 51%、股民占 49%的比例分配
后，再流转到村股份制公司统一经营。2018 年，该村依托区位优
势，建设停车场 1 万平方米，70 余户经营房屋租赁，户均年收入
超过 1 万元，最高达到 5 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280 余万元。

（四）产业发展是关键
坚持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因地制宜，

多种形式，盘活集体资产资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玉山镇杨寨
村是蓝田县 48 个省定贫困村之一，该村通过合作社五部，争取
资金 368.17 万元，发展食用菌、林下养殖等产业，提升核桃园管
理，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241.4 万元，年分红 10 万元。

（五）群众认可是目标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盘活资源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

增加村民收入，最终群众认可是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