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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

都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多村抱团发
展，谁说了算？

在潼南双江镇，这个答案清晰有力：
党建联建。

双江镇土地资源丰富，下设 21个村
（社区），但受到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
的限制，各村集体经济普遍规模不大、效
益不高。

为打破发展瓶颈，2019年，双江镇以
村（社区）党建联建为引领，进行联村发
展集体经济改革试点，积极探索抱团发
展新模式，动员村（社区）共同成立重庆
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运营管理
集体经济。

在镇党委的指导下，联耕公司成立
了党支部，贯彻上级决策部署、指导公司
生产运营、把关重大事项，通过优选村干
部、外聘职业经理人等组建经营管理团
队，利用土地入股、发展产业工人等方
式，把村民广泛联结起来，搭建起“党支
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架构。

双江镇依托联耕公司和21个集体经
济联合社，发展农业特色产业，逐步形成

“一主多辅”产业格局。2024年，全镇村
（社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实现3450万
元，村（社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突
破170万元。

党建引领片区组团发展，绝非简单
“挂牌子”“凑班子”，而是真正从组织、
人、机制等入手抓统筹，是一整套协同作
战的系统工程。

在双江镇，党建联建统领下，通过建
立协调议事机制，众人事情众人商，产
业、项目等都在党组织引领下协同共进，
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自然就能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

党建联建解决了“谁来抓统”的问
题，有了这一机制，就能把政策、人才、产
业等资源全部统筹进片区，把“纸上共
建”真正变成联村共富。

从孤军奋战到组团出击，这种变革
让垫江沙坪镇的6个村感受明显。

沙坪镇这6个村，规模连片种植油菜
20多年，但因农户个人种植规模小、品种
单一、技术欠缺等原因，收益受市场波动
影响较大。

2022年，沙坪镇以油菜产业为基础，
以竹鸡村作为领建村，整合周边发展定
位相同的6个村，建立全县首个跨村联建
党建工作小组，把资金、土地、信息、人才
等资源整合利用，保障村民收益。

在发展种植业的同时，沙坪镇还以
“跨村党建联建”为契机，通过产业联营，
整合各村资源，推动旅游、康养等一众新
业态也在毕桥村、乐天村、东印村等 6个

村生根发芽。
同时，沙坪镇成立了村镇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引进乡见（重庆）农产品有限
公司，镇域内实现“种植+储存+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农产品加工链条，逐步实现
集体家底“厚”起来，农民腰包“鼓起
来”。一年之后，全镇集体经济组织收入
就达到1781万元。

从多村“联姻”到产业联动

“成立不到一年，销售收入破
200万元！”这是黔江沙坝镇7个村联手成
立的“村企”交出的答卷！

曾经，沙坝镇的“巴清祖”辣子鸡、
青脆李、土家蜂蜜“藏”在深山无人识。
如今，依托“一村探路、多村合作、产业
抱团”的协同机制，按照“自愿入股、公
司管理、按股分红”的原则，沙坝镇木良
村等 7个村联手成立“村企”，打造“五
倍子蜂蜜”爆款+50款网销产品矩阵，靠

“支部领办+能人运营+群众参与”玩转
电商。

在黔江，沙坝镇的多村抱团成立“村
企”并非个案，石会镇 9个村（社区）集体
经济联合发起成立“村企”，以石会镇农
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及电子商务中心为平
台，与辖区企业深度合作，线上线下拓展
镇域农特产品销售渠道。

石会镇的这家“村企”，既卖农产品，
又管道路保洁、农贸市场，甚至承包片区
老年养护院等多个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项目。

“2024年，我们的纯利润超过 100万
元，并按利润的 50%给 9个村(社区)集体
经济组织分红、30%再生产、20%为经营
管理人员报酬的方式进行利益分配。”村
企相关负责人介绍。

多村“联姻”，党建联建解决了“谁来
牵头”的问题，还需要运营实体来解决具
体项目落地、业态招引、日常运营等环
节，才能让联村组团形神兼备，避免联合
后的貌合神离。

沙坝镇、石会镇采取的“市场化联
合型”模式，通过抱团置业、投资入股的
方式，“凑份子”成立“村企”，实现了多
方共赢。

涪江边的大佛坝，有着百里涪江
第一坝的美称，也被当地人称为“涪江
壹村”。

实际上，“涪江壹村”由潼南大佛街
道新生村、前进村、丰产村、胜利社区4个
村（社区）组成。

2022年3月，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
路径，努力构建城乡一体、产城相融的格
局，潼南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大佛坝“涪
江壹村”开发建设指挥部。

潼南区委组织部牵头制定《党建引
领新农城开发建设十条措施》，指导大佛
街道打破传统行政村壁垒，创新设立了
新生村、前进村、丰产村、胜利社区4个村
（社区）共建的大佛坝联村党委。

在指挥部的统筹调度下，联村党委
打破村（社区）行政划分限制，结合国土
空间整体规划，一体推进三村一社区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一体
建设水、电、气、路、讯等基础设施，推动
城乡互通、设施互联；将主干道交通组
织、道路养护、环卫等纳入城区范围统
筹管理，着力提升管护规范化、标准化
水平。

联村后，通过联村党委下设的党群
工作组、产业发展组、基层治理组、建设
管理组合力攻坚，“涪江壹村”的征地拆
迁、旧房改造、招商引资等问题一个一个
地被解决。

如今，4个村（社区）联合组建的强村
公司经营着乡里乡亲共享农场、合之缘
共享农场、公社食堂等休闲农业等项目，
年创收突破 1000万元，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累计分红100多万元。

既协同作战又差异发展

“只有基于产业命脉的共同发展，抱
团才能走得更远。”在巫山庙宇镇党委书
记贾继壵看来，联村发展，要根据各村资
源禀赋，找到各自发展坐标，各施所长，
又形成合力才能行稳致远。

庙宇镇党委创新村级集体经济的组
织形式、运营模式、利益联结机制，以镇
域内各区域的地形和产业特点，打造了
长梁、杨柳、永风三大特色产业片区，以

“片区模式”推动产业融合，为乡村经济
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在永风片区，庙宇镇以永风村牵头，
依托高山冷水和撂荒鱼塘，发展大闸蟹
冷水养殖，开发鱼塘 50余亩，投放蟹苗 3
万余只，遵循生态养殖，科学投放饲料，
蟹苗成活率达 50%，养出的大闸蟹单只

净重达 150—250克，全年销售商品蟹 1
万余只，实现集体增收 10万元，51户 212
人切实享受到发展红利。

在杨柳片区，杨柳春风农副产品加
工股份合作社争取项目资金180万元，建
成有 273平方米库房、368平方米车间的
农副产品加工厂，聚焦优质腊肉制品和
中药材加工销售，推出香肠、高山腊肉等
农特大礼包，全年销售额超30万元。

在长梁片区，长梁、庙宇、永安、南溪
4村联合成立“金稻粮源”强村公司，新建
粮油加工房、农产品分拣中心、仓储冷链
物流及交易平台，将大米、秋月梨、皮鸭
蛋、绿豆皮子、菜籽油等产品统一包装，
累计销售农副产品2万余件，销售额突破
200万元。

2024年，庙宇镇 19个村（社区）集体
经济经营性收入 783万元，经营收益 234
万元，分红19.4万元。

既协同作战又错位发展的背后，是
系统科学的规划体系，是无处不在的产
业思维。

巴南姜家镇 7个村联合发展由黑苞
谷、黑米、黑豆、紫薯、黑花生、黑鸡、黑猪
等组成的“食黑”产业并组建了“十黑”联
合社。 “此前，我们蔡家寺村和水源
村、河面坝村、平原村组成了联建村，共
同发展‘食黑’产业。”蔡家寺村党委书记
徐波介绍，2023年，槐园村也加入了“十
黑”联合社，“联合社为槐园村规划的是
利用废弃的千余亩柑橘果园，发展林下
黑鸡养殖。”

2024年，“十黑”联合社又增加了两
个成员——白云山村和文石村。

地处矿山开采区域的白云山村一度
“靠山吃山”，可矿山开采不仅破坏环境，
也非长久之计。特别是 2024年年初，白
云山村两家主要矿山企业关停后，白云
山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白云山村地理位置优越，多年来
因矿山企业多，货运业基础不错。我们
认为其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运
输业。”“十黑”联合社负责人彭东介绍，

“十黑”联合社已与顺丰速运、邮政快递
以及 3 家广告公司结对共建，成立了

“十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打造“姜家
黑”电商物流中转中心。未来，白云山
村将主要承担姜家镇“黑产业”的运输、
配送业务。

文石村则有着悠久的农产品加工历
史，正好弥补了“十黑”产业加工的空白，
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目前，7个村联建
的“十黑”联合社已研制了紫薯面、紫米
酥、黑米汤圆等20余种特色农业产品。

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十黑”联合
社“黑产业”总产值达2350余万元，7个联
建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73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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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村““拆篱笆拆篱笆””
片区片区共发展共发展

重庆日报通讯员 冉孟军 摄

重庆日报通讯员 曾露 摄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眼下的万州白羊镇石龙社区，随处可见成片的柠檬树，
绿意葱茏，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果香。

白羊镇是重庆市柠檬之乡和重庆市农业产业强镇，种
植的5万余亩柠檬中，有万州青柠檬2.5万亩，占该品种

全

国种植面积的85%。
为解决以前柠檬分散种植、议价能力弱、销售市场

无序、产业质量和效益难以提升等问题，2024年，白羊
镇整合1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两家镇级联村公
司，通过对柠檬实行保底收购、提供统防统治社会化
服务等，有效调动了果农、企业主等各方面的积极
性，实现了提质增效。

2024年，白羊镇两家“强村公司”在本地
购销青柠檬1.3万吨，直接增加村集体收益

100万元以上，带动果农户均增收1000元
以上。

不仅是白羊镇。近几年，重庆乡村正
掀起一场“拆篱笆”变革行动：村与村之

间的界限在模糊，行政体系没变，变的
却是发展逻辑——资源整合、抱团发

展、联村共富。
为何要组团？答案显而易

见：单打独斗如同散沙，一枚珍
珠再亮也难成气候，只有串

珠成链，才能大放异彩。

行走在万州白羊镇葱郁的柠檬林
间，清冽果香沁人心脾，这蓬勃生机背
后是17个村拧成一股绳的合力。放眼
巴渝大地，一场“拆篱笆”的变革正悄然
重塑乡村肌理——行政边界依然清晰，
发展的逻辑却已跨越村界，汇成“抱团发
展、联村共富”的洪流。

为何要抱团？答案是：如散落的珍珠终
需串珠成链。当潼南区双江镇的21个村在
党旗引领下成立联耕公司，构建起“党支部+
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架构，资源便如百川归
海，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3450 万元。党建从组
织、人才到机制的系统性重塑，让分散的力量真正
聚指成拳。

然而，协同需有市场化的筋骨支撑，方能行稳
致远。黔江沙坝镇七村联办的“村企”一年销售破
200万，石会镇的“村企”既卖山货又管保洁，更承
接养老项目，其活力源于“支部领办+能人运营+
群众参与”的市场化基因。多村“联姻”之后，正是
这些实体化运营的“强村公司”，让共建蓝图从纸
上落到田间，使集体家底厚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

抱团并非同质化复制。巫山庙宇镇三大片区
依托高山冷水、加工传统与良田沃土，分别深耕大
闸蟹、腊肉加工与粮油产业。各村在统一规划中
找准坐标，各展其长。这差异化的繁荣背后，是对
资源禀赋的深刻洞察与科学布局。

当村与村之间的藩篱在共同发展中消融，资
源要素便如春水般奔涌流动。重庆乡村的实践昭
示：拆除无形之篱，以党建统领聚心、以市场机制
活血、以差异发展壮骨，方能真正让共富愿景在巴
山渝水的沃土上拔节生长。

记者手记

□ 陈维灯

让乡村发展
跨越村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