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邬雯雯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5
ZHEJIANG DAILY

民营企业家热
情奔赴乡村。那么，

乡村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资金，也
不是项目，而是理念。在采访中，记
者听到“下乡”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
说过一句话：要把企业的经营理念带
到乡村。

上虞众联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阮金木在结对的省级革命老区绍兴
上虞岭南乡许岙村调研时，惊讶地发
现，十几间有历史开发价值的老屋一
直废弃闲置。他建议正在开发红色
旅游的许岙村村干部，将这些闲置房
屋统一流转，动手改造成红色旅游节
点和民宿，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
100万元。

看到许岙村的优质农副产品找
不到销路，阮金木拿出30万元设立电
商平台。游客来了扫码就能买东西，
未来还能直接复购，农副产品和红色
文化纪念品的销售渠道旋即打通。

“相较企业家，我们不善经营。”
上虞岭南乡党委书记王凯直言不讳，
村里不缺资源，缺的是这样的眼光、
思路和理念。“阮董事长跟我们结对
后，去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了
30万元，翻了两番。”

为了将先进的经营理念带到村
里，有的企业家“披挂上阵”。湖州南
浔区双林镇后坝村书记王香林，此前
是浙江林昌木业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他将经营多年的企业交给了子
女，自己回到村里当起了村支书，把
村子像企业一样来经营。

通过土地全域综合整治，王香林
挖掘出建设用地资源，然后引入专业
运营公司，建设了青少年研学基地、
生态果园⋯⋯一套组合拳下来，后坝
村迅速摘掉了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
的帽子。王香林说：“发展关键是思
路，思路决定出路。”

“这次，我又把安徽的一个厂卖
了，3.8 亿元。”诸暨“米果果小
镇”的董事长陈照果最近

“甩卖”了一家建材
工厂，因为他要

干一件大事：投资两亿元，扩建浙江
米果果乡村振兴研修院，培养更多爱
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
民。“准备建一幢新大楼，里面要有专
家工作室、乡土专家交流室、专家指
导实训室等，总面积4万平方米。争
取4月就能开工，年底建成。”

当过老师的陈照果，要在研修院里
教什么？他嘴里蹦出两个字：“理念！”

“培养技术是其次，关键是科学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理念。”陈照果
指着小镇里的“天鹅湖”举例道：湖上
养灰天鹅、湖底养珍珠蚌、水里养鱼
虾，用的是立体农业最大化土地利用
效益的理念。“年轻人都去大城市打
工了，因为大城市一年能挣更多钱，
我要把他们吸引回来，教技术、教理
念，培养三农人才。什么时候年轻人
干农业年收入也和城市里差不多，农
村才能真正走向共同富裕。”

杨轶清认为，市场化定位、品牌、
发展的意识和理念等，是民营企业最
大的强项。结对企业家仅通过一次
座谈会、一次考察的智力支持，乡村
不一定能“解渴”。民营企业还要在
人才和观念上，给结对村提供更深度
的投入。他建议，可以把大公司的培
训部门和培训师派到村里上课，或者
请村干部到公司挂职。

“‘万企兴万村’，就是要搭建桥
梁纽带，打通把企业家的理念和想法
落实到农村来的通道。”省工商联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全省工
商联还将充分发挥组织网络优势和
民营企业资源优势，组织动员广大民
营企业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

“万企兴万村”行动，扎实
推 进 结 对 帮 扶 工
作。

让产业真正生根发芽，如何做？

从项目帮扶到理念植入

“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能够
把市场经济意识、先进管理理念带到
乡村，把先进技术模式、现代生产要
素引入乡村，把更多的就业岗位留给
农民”是“万企兴万村”行动的基本要
求，也为民营企业积极融入农村发展
提供了平台和环境，只有多主体协同
参与农村帮扶，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
乡村振兴目标。

首先，乡村振兴需要企业家要具
备“三农视野”——站在农民视角、脚
踏农村土地、身处农村环境来谋划发
展和落地项目。像安吉、上虞的乡贤
企业家，他们本身就来自乡村，具备
深挖农村文化元素、熟稔乡村风土人
情、擅找农村经济新增长点等特点，
一定程度上能做到企业的业务类型
和乡村的发展需求相匹配，企业的组
织形式和乡村新型经营主体相结合。

其次，乡村振兴不再局限于某
个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提升，而是要
实现三产的深度融合、共同发力。
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懂市场、

有技术、有资本，帮助贫困地区挖掘
资源优势, 通过发展农业旅游、农
村电商、医药精加工等新业态，延长
基础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利益
链，真正实现乡村资源向产品进而
向资本的转化，将乡村经济融入现
代市场经济体系。

最后，要为农村留下持续生血的
内在动力。过去，随着城镇化、工业
化的持续推进，大量高素质青壮劳动
力离开乡村，但如今部分乡村青年开
始回流，这就要求农村具有大量的工
作机会。通过民企下乡、商会牵线，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对返乡人口进
行技能培训，真正实现增加农村就业
和农民收入，将乡村振兴的“外力”变
为留得住的“内力”。

（ 作 者
系浙江清华
长三角研究
院新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将乡村振兴“外力”变“内力”
吕 淼

““万企兴万村万企兴万村”，”，引入什么引入什么、、改变什么改变什么、、留下什么留下什么——

共 富 共 赢 的 乡 村 实 践共 富 共 赢 的 乡 村 实 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方臻子方臻子

台州农村留守妇女马桂芳没想到台州农村留守妇女马桂芳没想到，，能在家门口能在家门口““带娃上班两不误带娃上班两不误”，”，一天赚上百元一天赚上百元；；绍兴柯桥南部山区的竹农也没想到绍兴柯桥南部山区的竹农也没想到，，长期滞销的毛竹长期滞销的毛竹，，突然成了香饽突然成了香饽
饽⋯⋯饽⋯⋯

这些改变这些改变，，与一项行动息息相关与一项行动息息相关———去年—去年77月月，，全国工商联全国工商联““万企兴万村万企兴万村””行动吹响号角行动吹响号角，，广大民营企业家投身乡村振兴广大民营企业家投身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助力共同富裕。。根据省工商联初根据省工商联初
步统计步统计，，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共有共有24092409家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商会商会））通过通过““万企兴万村万企兴万村””行动与村建立结对关系行动与村建立结对关系，，其中省内结对其中省内结对13311331个个，，与四川结对与四川结对10781078个个。。省工商联相关负责省工商联相关负责
人表示人表示：“：“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能够把更多的就业岗位留给农民能够把更多的就业岗位留给农民，，把先进技术模式把先进技术模式、、现代生产要素引入乡村现代生产要素引入乡村，，把市场经济意识把市场经济意识、、先进管理理念带到乡村先进管理理念带到乡村。”。”

浙江民企多发端于乡镇浙江民企多发端于乡镇，，在农村打拼出来的大批民营企业家再回乡村在农村打拼出来的大批民营企业家再回乡村，，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早上 8 时，临海市永丰镇凤凰桥
村里，机杼声阵阵。

打破清晨宁静的机杼声，从设在
村办公楼架空层的加工点里传来：几
十台缝纫机开足马力，一面面深灰色
的遮阳伞布，在农妇们的劳作中逐渐
成型。机杼声后，是有着430多名会
员的临海市总商会为凤凰桥村量身
定制的“输血+造血”方案。

当 地 人 告 诉 记 者 ，其 实 早 在
2016 年“万企帮万村”行动开始时，
台州就开展了村企结对工作，鼓励一
批民营企业帮扶薄弱村，行动广受好
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一家企业
结对一个村的习惯做法，往往面临单
家企业力量薄弱、资源不足、精力有
限等难题。不仅如此，一旦企业自身
遭遇经营困难，帮扶项目就往往面临

“烂尾”。
以凤凰桥村为例，这个位于台州

西部山区的纯农业村，村里底子薄、
资源禀赋差。临海市工商联（总商
会）秘书长屈俊伟告诉记者，通过多
次走访调研和头脑风暴，针对凤凰桥
村缺乏启动资金、生产设备、专业管
理 人 员 的 难 点 ，大 家 决 定 三 措 并
举：一送资源，商会向村里捐赠了 35
台价值 16.5 万元的缝纫机，再将村
里空闲场地利用起来作为缝纫加工
点；二送渠道，商会执委企业协成工
艺品公司与加工点开展长期合作，把
缝纫业务送到村里；三送技术，请来
能人承包加工点，每年向村集体上缴
承包款。

“商会这方面的资源多，我们不
缺活干，大家每天都有钱赚。”从去年
夏天正式结对到现在，承包人胡彩英
一直处在“愉快的忙碌”中。按照与
村里的约定，她每年上交村集体 10
万元场地租金。

项目给村集体带来租金，更为村
民增加了务工收入。“我刚刚学了两
个多月，现在一天能挣上百元。”40
岁出头的马桂芳满脸笑容，手上的缝
纫机一刻不停，“我要在家照顾小孩，
不能出去打工。以前没事做，现在家
门口就能赚钱。”在加工点工作的 24
名员工，都是像马桂芳这样的“留守
妇女”。

“在新一轮‘万企兴万村’行动

中，我们引导 106 家商会结对 111 个
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台州市工商
联副主席鞠江介绍，去年 7 月 1 日，
台州市工商联实施“百家商会兴百
村”专项行动，以商会为基本单元助
力结对帮扶。

商会资源多、能力强，对集体经
济相对薄弱村的帮扶更给力。黄岩
区工商联组织 17 家劳动密集型会
员企业，参与该区宁溪镇“暖心工
坊”项目，以入股分红和产销合作等
模式，将生产线搬进了村庄，为农民
提供就业岗位，与村集体共享收益；
北京市台州商会、椒江区前所街道
商会会员企业，为结对村的 500 多
户 60 岁以上低收入群体提供眼镜
包装等劳务协作，范围延伸到周边 6
个村，平均每人每天有 100 元以上
劳务收入⋯⋯

台州共有280多家商会，“百家”
就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商会都要
参与。鞠江坦言，行动推出前，大家
心里没有底，没想到各家商会都非常
积极，“百家”目标迅速达成。截至目
前，台州市已经有 60 个村落实了帮
扶项目，项目总资金 6.37 亿元。近
期，台州市工商联对商会结对村进行
了一次满意度调查，“较满意”以上占
98.2%。

从从““万企帮万村万企帮万村””到到““万企兴万万企兴万
村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已大但内涵已大
不相同不相同。“。“原来是脱贫攻坚为主原来是脱贫攻坚为主，，现在现在
以共同富裕为主以共同富裕为主；；原本是个体帮个原本是个体帮个
体体，，现在是集体兴集体现在是集体兴集体。”。”省工商联社省工商联社
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力量薄弱、资源不足，怎么破？

从单打独斗到“组团进村”

到农村去，既是民营企业助
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重要方向，也是企业发
展的重要机会。

“‘万企兴万村’的主体是企
业，不是政府。”浙江工商大学浙
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轶清认
为，新一轮的村企结对，关键是要
形成长期的、可形成闭环的机制
和制度，发展契合每一个村独特
需求的产业。在这过程中，民营
企业的力量真正实现了市场化驱
动，同时也为他们下乡投资、挖掘
项目创造了契机。

如果说村企结对的 1.0 版是
企业为乡村“输血”，2.0版是企业
给乡村“造血”，那到了 3.0 版就
是要实现村企的共赢。

在这方面，浙江极具优势。
大批浙江民营企业发端于乡镇，
大批浙江民营企业家从农村走出
来，他们有实力、有眼光、也有情
怀再回到农村去——现在的乡
村，为民企提供了再次创业的广
阔舞台。

2019 年，安吉县天子湖镇
20 个村成立“强村公司”，投资
2000 万元打造了一个“消薄项
目”——玻璃水滑道，这条当时全
国最长的玻璃栈道漂流，极具“网
红”潜质。这一年，望着在建的玻
璃滑道如一条长龙在青山间腾
起，乡贤吴青云的心里涌起了返
乡创业的念头。

“这里的环境优势得天独厚，
但如果只是打造这条滑道，业态
单一、配套脱节，没有专业的运营
团队，就很难长久。”吴青云想做
的和乡村缺的不谋而合。在他的
积极推动下，荣耀天空之城项目
落户受荣村，预计总投资 5.6 亿

元。2021 年夏天，水上乐园正式
开业，高山玻璃栈道漂流、阳光沙
滩摩天轮，通过抖音、小红书等社
交平台运营推广，这里变成了“安
吉小三亚”，多的时候每天五六千
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强村公司”
的投资收益也有了保障。

“我的家乡，正变得越来越
好。”吴青云对未来信心十足，
目前二期的旅游综合体、星云生
态 度 假 酒 店 已 经 开 工 ，预 计
2023 年建成，2025 年项目全部
建成。

荣耀天空之城并非个案，更
多民营企业正加大在乡村的投
资。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生
产出口竹签和户外竹木地板的
绍兴华瀛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厂
房二期，日前已完成主体施工。

“按照新厂的产能，我们每天需
要 200 吨原材料。”带记者参观
的总经理金吉生，指着窗外绿油
油的毛竹山，“这些就是我们的
原材料”。

金吉生说，此前由于企业没
有建设毛竹的预处理设施，原材
料都从外地购买。“去年原材料供
应特别紧张，我们的生产受到波
及。在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的
号召下，我们决定加大投资新建
厂房、上马预处理设施，实现原材
料就近取材。”去年10月，他们跟
周边8个村级合作社签订协议，3
个月内收购3000多吨毛竹，村民
增收 160 万元。金吉生估计，今
年能收购 4 万吨毛竹，竹农预计
能增收2000多万元。

绍兴工商联副主席叶红军
说，对于企业家结对，他们没有设
硬指标，鼓励他们“一村一策”，以
多种形式反哺乡村。

为乡村找最适合的方向，往哪走？

从企业输血到村企共赢

专家点评

1

2

3

诸暨米果果乡村振兴研修院

临海市永丰镇凤凰桥村加工点临海市永丰镇凤凰桥村加工点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台州黄岩区宁溪镇“暖心工坊”项目

安吉荣耀天空之城水上乐园安吉荣耀天空之城水上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