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选优配强基层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一是发挥头雁领航作用。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优

秀人才，充实到农村基层党组织，使其发挥头雁领航

作用。以村级组织换届为契机，放宽村支部书记选

聘视野，把那些有干劲、有能力、精力充沛、思路开阔

的致富能手、外出经商人员、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

军人等，纳入村支部书记选聘范围，通过组织程序任

命为村支部书记，使之成为乡村振兴中能打胜仗的

指挥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领路人，并加强考

核管理，激发其干事创业的激情。

二是配强村委会班子。实施基层支部建设“堡

垒工程”，通过培养党员中的“新生代”力量，把那些

思维活跃、思想观念解放、文化程度较高、事业心强、

具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通过考察吸纳到村委会，使

其成为村委会班子成员。利用互联网、实地考察、现

场和远程培训等途径，提高村委会成员的综合素质

和引领发展能力，打造一支懂管理、会经营、讲奉献

的村集体经济发展人才队伍，使之成为村支部书记

的左膀右臂，为发展集体经济献计献策。

三是创新党组织设置模式。为更好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可以借鉴国有企业的做法，创新党组织设置

模式，把党组织建到产业上，做到“产业发展到哪里，

党组织就设到哪里”。如可以把党组织建在涉农工

商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服务组织中，让基层

党组织真正成为引领农村各类经济主体健康发展的

核心力量，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破解发展难题

一是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规划，解决土地难题。

应通过调整和完善建设用地指标政策，统筹城乡建

设用地规划，把乡村发展建设用地纳入其中，并适当

提高其比例，解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难问

题。实践中，可考虑不同行政村的具体情况，做到因

村制宜。如对城镇化程度高、已经实现集中居住的

村，要尽快落实用于发展集体经济的预留用地；对于

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的村，应按照被征收土地面积

的一定比例，为被征地村安排用于发展集体经济的

留用地。对没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村，政府应单独切

块，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支持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

二是强化财税金融支持，破解资金瓶颈。当前，

资金问题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

题。须通过调整和完善财税和金融政策，强化财税

金融支持，破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金瓶

颈。在财政方面，严格落实“四个优先”要求，每年安

排一定规模的财政资金，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专

项资金，用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财政资金投

放要平衡贫困村和非贫困村比例，扩大投放面，形成

普惠政策。资金投放手续要简单化、便利化。在金

融方面，落实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文件，推动涉农金融机

构如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降

低信贷担保门槛，扩大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为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回归

支农本源，解决农村新型集体经济融资难题。在税

费方面，落实好税收减免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相关税收，给予最大限度的优惠，做到可免尽免、可

减尽减、可返尽返，降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成本。

三是补齐人才短板，强化智力支撑。应推进财

政、金融、社保政策创新，吸引不同类型人才返乡入

乡创业，补齐乡村人才短板，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提供智力支撑。一方面，加大现代新型农民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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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力度，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对农民职业技能和文

化素质的培训，提高农民市场经营、信息获取、应对

风险能力。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外出

务工经商农民、本地籍企业家和退休干部、专业技术

人员回乡创业兴业，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

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

三、做好县级层面设计，强化政府引导

一是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种养业。县

级单元应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制定农

产品种养结构调整规划方案，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导，引导乡镇和行政村立足本地

资源优势调整种养结构。同时，做好市场研究和调

研指导，推进信息共享，避免盲目跟风、产业雷同、同

质化竞争、产品滞销导致的经济损失和集体收入不

稳定等。

二是制定农村电商发展服务指导方案。发展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借助“互联网+”开辟特色新

路子，通过“电商+”带动农副特产品产业发展，推动

产供销一体化。为此，须加强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服务引导。第一，建立和完善

农村电商及配送综合服务网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开展线上服务、发展电商业务提供服务保障。第

二，支持和引导涉农经营主体开展网上售卖服务。

开展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免费网络培训，鼓励并

扶持他们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农产品销售业务。第

三，建设集农资及农产品价格、供需等信息的公共服

务平台，培育“互联网特色产品”品牌，扩大农产品和

特色产品网上销售规模。第四，制定鼓励和支持农

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进创意农业、认养农

业、观光农业等新业态发展，拓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新空间。

三是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规划。要通过集

体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走具有本地特

色的订单制、合同制发展新路子，提高农业竞争力和

效益。应通过制定县级层面发展规划，对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标准、各乡镇注册数量、合作模式、产业项

目等进行规范和指导，避免盲目发展和无序竞争。

四、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

一是传统农业村镇应做好“农业文章”。传统农

业村镇应充分利用农业基础优势，通过发展设施农

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产品种植，发展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在此基础上，延伸农产品加工业、农村电

子商务和农村物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延伸

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提高农产品

效益和附加值。也可以利用集体“四荒”地、林地、果

园、养殖水面等资源，开发现代农业项目，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

二是城区近郊村镇应做好“商贸服文章”。城区

近郊村镇可以充分利用区位、交通等优势，通过资产

租赁、合作经营、组建劳务公司等模式，发展壮大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也可以通过提供农业配套服务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为农业生产经营主提供生

产管理、农机服务、物流配送、农业电商等配套服务；

还可以通过提供中介服务，如建立劳务服务平台，提

供信息咨询、劳务派遣、技能培训等，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三是生态资源丰富村镇应做好“生态文章”。对

于生态和环境优势比较突出的村镇，应深入贯彻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打造休闲观

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等，发展生态

农业、观光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

五、提升村民集体意识，凝聚发展合力

一是加强对村民的教育引导。应通过教育引

导，增强农民的集体观念、集体责任感和集体经济认

同感，形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强大合力。在

教育模式上，可以组织村民到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

地方实地参观学习，通过典型示范提高村民集体意

识和集体观念。

二是以制度明晰“公私”边界。要在坚持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进一步完善集体产权管理制度，明确界定集体

产权与私人产权的边界，以严格的制度保护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益权和集体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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