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邬雯雯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3

张明生

整村经营的核心内涵就是“经营村
庄”，乡村要“出圈”，经营是关键。如何
经营村庄？这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门

“必修课”。
衢州市衢江区以整村经营理念，解

决乡村生态资源变现难、富民业态少、经
营人才缺的难题，这对于实现乡村振兴
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整村经营有利于激活大批乡村沉睡
资源。村庄许多资产、资源散落在村落各
处，长久荒废，长期闲置。通过开展整村经
营，整合乡村种类资源，开启“村集体+投
资企业”“村集体+投资企业+村民”或“村
集体+运营商”“村集体+运营商+村民”等
多种合作与创业模式，有利于“生态产品”

变现。整村经营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个体经营”相当发达、

“集体经营”相对滞后，这个现象在一些农
村存在。整村经营突出在村党组织领导
下，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强化集体
经营，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集体、农户、运
营公司或投资商等合作共赢，有利于进一
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整村经营也要求涉农部门、乡镇农
村的党员干部进一
步增强“整村经营”
意识，提高“经营村
庄”能力，积极助力
壮大村集体经济、
提高农民收入。

（作者为省农业
科学院研究员）

经营村庄是一门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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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吹个不停，“千年古城”的旌旗猎猎作响，衢江区高家镇
盈川村整村经营收储的 20 幢农房正在加班加点装修中，将用于
发展唐风民宿，预计 10 月底完成装修，11 月投入试运营。

从建设乡村到经营乡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乡村经营对
于乡村生态资源价值的转化、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推动乡村振兴
取得新进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衢州市衢江区在整村经营机制的探
索上蹄疾步稳——统一收储资源、统一规划开发、统一招商运营，
推动山区农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今年以来，衢州着力开发“生态标准地开发”应用，衢江生态
共富村落开发 E 链通平台基本完成开发，将作为整村经营的数
字支撑平台，实现整村资源展示、资产包整合和招商交易等功
能。整村经营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近日，记者走进衢江多个
乡村探访。

夜幕降临在芝溪畔，天穹中群星璀璨，飞马座和仙女座的4颗
亮星组成了北半球夜空中“秋季四边形”。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衢江区莲花未来乡村铺里自然村路溪社房车露营基地天天客满，
住宿、露营、烧烤、看星星等“房车+”新玩法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体验。整个长假，铺里迎来游客3万余人次。

眼下，铺里自然村是衢江“炙手可热”的村庄之一，连同周边的
涧峰、五坦等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共同组成莲花未来乡村。去年
底，在“国际花园社区”的角逐中，莲花未来乡村战胜 32 个国家的
22座城市和34个项目拔得头筹。

铺里村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多年来的环境整治、美丽河湖建
设、大花园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但仅靠这
些并不够。面对生态资源难变现、转化方式少等难题，整村经营应
运而生。

“农村生态资源丰富，但存在资源碎片化、变现难的问题，又缺
乏后续经营。”衢江区发改局局长章李华道破玄机，正是从“区域性
整村运营”理念破题，从规划到建设、从招商到运营，将碎片化的资
源整体打包、碎片化的政策集聚配套、碎片化的经营统一营销，打
造成莲花未来乡村，导入产业支撑。

整村经营的前提是整体掌控一个村庄的资源，获得村庄的经
营开发权。但在大部分农村，缺少开发主体。为此，衢江区成立衢
州市衢江区康养生态资源运营有限公司和衢州衢江农业生态资源
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两山合作社”的平台公司，注册资金 3 亿元，
通过它们摸清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资源性资产，以及村民长
期闲置不用的资产，整体收储农村闲置资源。

目前，“两山合作社”和8个村签订整村经营合作开发协议，收
储闲置农用地 13300 多亩、闲置农房 135 幢、林地 700 余亩、山塘
水库6座，吸引1429户农户、20个村集体参与生态资源平台经营，
为更多农村开展整村经营打下基础。

有 500 多年历史的衢江区黄坛口乡茶坪村，完成了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基建改造工程。茶坪村党支部书记罗新建说：“去年以
来村里工程不断，电线上改下、蓄水池扩容、停车场新建、道路拓

宽，基础设施配套再上一个台阶。”
茶坪村热火朝天改造的背后，有一本集腋成裘的资

金账：整村经营统筹零散的政策性资金，争取到区域协
调资金、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资金、森林康养项目资金

等各类资金4000余万元。
“在掌握一个村绝大多数资源后，再进行
统一规划和统一基础配套，提升村庄的经

营价值。”衢江区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中
心副主任严雪芬说。其中，整村经

营统筹零碎的政策性资金，争取
以“村庄经营”为导向的财政

政策包，进一步支持村庄
发展。

化零为整
生态资源握指成拳

喝两碗迎客茶，唱一曲畲乡歌。9 月 29
日上午，衢江区举村乡西坑村的村民们载歌
载舞，迎来衢江区第十二届畲族文化节。

今年上半年，衢江区举村乡西坑村通过
整村经营挖掘少数民族村的特色底蕴，凭借

“畲族风情”特色品牌成功入选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名单。

在衢江区，越来越多的乡村以“整村经
营”的理念，从本区域的个性、特色出发，实现
山水与人文相容、古老与现代交织，提高自己
的价值。当“两山合作社”获得村庄经营开发
权后，以系统长远的眼光设计经营方向，探索
村落开发的路径，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正如每家公司都有适合自己的领域，每
个村的经营方向也不一样。

以“孟姜记忆 邂逅西周”为主题的衢江
区云溪乡孟姜村，是因地制宜打造乡村品牌
的一个生动案例。在这里，古渡、古塔、古墓
带给当地宝贵的风景和文化资源，在配套建
设方面，衢江区投入 4000 万元，打造衢州沿
江公路的样板，并种植百亩粉黛草形成花海
景观。国庆假期，仅孟姜村黄家山花园驿站
就吸引游客 2.2 万余人次。西周古墓的考古
发掘入围 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
评，得天独厚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为打造“孟
姜记忆 邂逅西周”品牌提供了丰厚土壤。

在挖掘当地村庄文化底蕴和特色产业的
基础上，整村经营结合未来乡村建设，按照一
村一策、一村一品的原则，制定村庄经营发展

的建设方案，在规划、建设、开发上协同，保证
村庄建设格调统一，推进村庄特色产业发
展。记者发现，整村经营的各试点村中，有

“田园·家”“沉浸式康养体验”“初唐风情”等
不同主题。

一些小村整村经营的效果立竿见影。地
处衢江区最偏远的举村乡党委书记周正明
说，论生态资源，地处乌溪江库区的举村乡优
势明显。“但论乡村发展，大山深处的小山村，
因为交通不便很吃亏，更需要做好经营。”

在举村乡石便村三角坵自然村这个只有
15 户人家的小村里，包下高端民宿“欢庭·行
云居”的一幢别墅需要 2999 元，但依然有游
客愿意“一掷千金”。2021年，衢江区康养生
态资源运营有限公司和浙江联众文旅集团合
资成立衢州市衢江区众康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专门负责“欢庭·行云居”后续经营。

“欢庭·行云居”民宿保留了乡土风格，又
不失设计的匠心。每一幢楼都以古诗词命
名。村口的停车场停满了车，民宿里摆着茶
席，游客举着手机，拧着各种造型自拍，大山
深处冉冉升起一个新网红村。

“网红村不少是小村。”章李华表示，在整
村经营试点中，小村更能体现“整村”优势。
尤其是一些小而精的自然村，可以用更少的
成本收储整村资源，后期改造、提升以及经营
也更易见效。“但整村经营的核心，首先在于
村庄是否整体整合了碎片化的资源，并有着
整体和长远的经营思路。”

统一运营
像企业一样经营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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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如何分配，不仅是整村经营能
否获得村民支持的关键，也关系到整村
经营如何实现生态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
的最终目标。

在资源收储过程中，一批农户尝到
了甜头。去年，衢江区发出了全省首份
生态资源储蓄单，莲花镇西山下村村民
刘银祥将自己 140 平方米闲置农房的
10 年使用收益权存到“两山合作社”统
一经营，获得每年5600元的固定利息和
区农商银行给予的 28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黄坛口乡茶坪村村民吴文根197平
方米的老房子被收储，租期 20 年，获得
14 万多元收益，他说：“老房子已经空了
很久，还能租出去，太不可思议了。”

在 7 个试点村中，“两山合作社”每
年支付给农户的收储租金近3000万元。
农房收储的价格，也从每平方米25元提
升到40元左右。铺里村3600万元、东坪
村 1600 万元、盈川村 7000 万元⋯⋯生
态资源平台公司合计总投资 2.1 亿元，
主要用于农民、农田等各类资源的整
体收储，改造提升和景观节点的配套
建设等。

为推动整村经营顺利进行，衢江区
出台《整村经营标准地机制》，除了制定
整村经营的总体实施方案外，明确 8 方
面 11 项标准建设机制，从生态环境、可
开发资源等 5 个维度对村庄打分，作为
开展整村经营的门槛，更重要的是，还对
整村经营的资源分级定价、收益分配方
式等作出了规定。

真金白银的收益，才有说服力。
根据整村经营的收益分配方案，可

预见的收益共有资源储蓄收益、资产转
让收益、项目运营收益、股权分红收益、
政策补助收益 5 方面，由生态资源平台
公司、农民、村集体、第三方经营主体四
方共享分红。分配方式也形式多样，有
按合同履约兑现、资源收储按约定一次

性支付、资产转让不少于 10%支付给村
集体、按资产占股比例分、固定收益分红
等不同方式。

除了资源储蓄收益，投资收益分红
更为可观。整村经营的开发运营收益按
约定的全村储蓄资产总额占股比例，分
配到村集体。举村乡西坑村的洋西峦民
宿有 3 类股东，村集体、农户、运营公司
分别占股 60%、20%、20%。截至今年 9
月底，经营性收入 55 万元，除去各类成
本，村集体获得分红18.5万元。

统一资源整合、统一配套建设、统一
招商交易，统一开发运营，整村经营的一
套整体操作，还提高了村庄对社会资本
的吸引力，引进更专业的市场主体，接过
整村经营的接力棒。

作为中国民宿高端品牌，西坡集团
投资 1300 万元深度参与茶坪村的改
造。今年年底，西坡茶坪项目将投入运
营，预计每年可接待游客 10 万人，带动
周边300个以上村民就业。在未来乡村
的核心区，铺里自然村的成效更为显著，
已经引进各类社会资本5000万元，房车
基地、萌宠乐园、精品民宿集群等业态在
村里相继涌现。

社会资本青睐乡村，除了对乡村的
肯定和信心，还带来了运营团队和运营
人才。

浙江联众文旅集团董事长余学兵是
回乡投资的新乡贤。他说：“乡村运营由
于其资源的特殊性，需要一个专业的团
队、一批懂乡村的人以及一系列的属地
资源和市场资源，才能真正运营好一个
乡村。”

28岁的汪荟张罗着“欢庭·行云居”的
大小事。他的职位是众康公司的运营经
理。这是举村乡第一位职业运营经理。
现在，他的团队有7人常驻三角坵村。

资源整合、统一运营、利益共享，整
村经营推动生态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

共享共赢
为农户带来真金白银

专家观点

衢 江 区 高
家镇盈川村打
造初唐特色民
俗风情文化未
来乡村，举办了
一场古装集体
婚礼。

拍友 周芸 摄

在“ 欢庭·
行云居”民宿，
运营团队进行
业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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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举村乡网红民宿
聘请专业运营团队管理。

衢江区云溪乡孟姜村种植百亩粉黛草形成花海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