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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位于太原市

中心城区。2017年5月，杏花岭

区被确定为中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全国100个试点县区之一。近两年来，

杏花岭区分类施策，稳步推进，涉及改

革的44个农村全部完成改革，初步实现

三个层次的效果：一是摸清了农村“家

底”，农民“主人翁”意识得以增强；

二是成立一批农村经营实体，集体经济

得以充实；三是解开一些长期存在的矛

盾“疙瘩”，社会稳定得以维护。

多式宣传 深入人心 摸清家底　

基层干部反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实施之初，最大的难点是农民不知

道这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基层干部在

清查集体资产过程中遭遇部分村民“不

明白、不理解、不配合”。对此，杏花

岭区强化政策解读，以接地气的宣传方

式把“硬邦邦”的文件语言“翻译”

成农民语言，“用农民的话讲农村的

事”。

杏花岭区中涧河乡成立了“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新时代农民学习实践

所”，柏杨树社区副书记尹世栋请儿

子帮忙制作了一套PPT课件，集中为村

民解读政策。中涧河乡副乡长郭艳玲介

绍，给老百姓讲政策，干部首先得懂政

策。刚接到改革试点任务时，可查阅的

资料少、参考少，基层干部就从上级文

件、相关法律文书开始学起，白天讨论

晚上学习。干部们先掌握“改革究竟改

什么、怎么改”，然后制作成版面、条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有益探索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在中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中，摸清了家底，理顺了关系，
充实了集体经济，稳定了农村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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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标语、宣传册逐户进行宣传。

各乡各村创新方式，各级干部屡出

新招。有的村把宣传资料录音后利用

大喇叭滚动播放；有的村组织村民自编

自演排练成小品在迎新春联欢晚会上表

演；有的村老干部自编“三句半”，

利用元宵节活动宣传改革措施；有的村

采用“青对老、家对家、亲对亲（亲

戚）”“小手拉大手”的宣传模式，组

织年轻人给老年人、邻里之间、亲戚之

间互相讲解政策；有的村将宣传资料制

成挂历发放给村民。

杏花岭区农改办印制宣传资料漫画

册和“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等，由各

村两委人员、党员、村民代表包户入户

讲解，还有乡流动宣传咨询车利用各村

赶会的时间解答政策。全区的“改革微

信工作群”全天候运转，1400多名干

部不分昼夜答疑解惑，解决难点焦点问

题，累计解决问题1万多条。

全区各级干部创新20多种宣传方

式，走村入户，集中宣传，使农民对这

项改革措施有了全新认识，工作氛围由

改革之初的“干部干、农民看”转变为

“干部干、农民跟着干”。耿家庄村村

民成旺说，看了许多宣传资料后，他明

白了这项改革是为搞清楚农村集体财产

“家底”，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

杏花岭区副区长、改革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联庆认为，接地气

的政策宣传运用了群众智慧，赢得农民

的理解和配合，清产核资工作得以顺利

开展。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区44个

村（社区）共清查资源性资产16.73万

亩、经营性资产23.65亿元、非经营性

资产3.41亿元，确认成员14325户39244

人。

盘活资产 探索经营 充实集体经济

2018年中秋节前，小返乡窑头村村

民苏连保拿到了自己在产权制度改革后

作为成员的第一份分红。2018年4月，

窑头村率先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该村距离市区不远，交通优势明显，合

作社利用土地租赁和财政转移支付充实

集体经济，当年就实现分红，每名成

员拿到300多元的首次分红。2018年11

月，我国首次为10个新成立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颁发登记证书，窑头村榜上有

名。

改革只是手段，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才是目的。清产核资摸清了农村的“财

产家底”，如何让农村资产保值增值是

杏花岭区面临的第二步重要工作。赵联

庆认为，改革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

改小了、改垮了，不能把农民的财产权

利改虚了、改少了、改没了，要通过改

革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盘活集体资

产，壮大集体经济，让农民有更多增收

渠道。目前，全区各村成立股份经济

合作社41个、经济合作社3个、乡级股

份经济联合总社1个。通过合作社的运

营，各村集体经济得到有效充实，农民

收入实现增加。

中涧河乡谷旦村历史文化悠久，但

一度面临村庄管理无序、经济窘迫、环

境脏乱、人心涣散，村容村况恶化的局

面，村委会甚至没有办公场所，村务工

作找不到方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实施让村“两委”干部有了明确的工

作目标。干部们加班加点、齐心谋划，

核算账务，理清各类合同，收回外欠集

体款项150多万元。

2018年4月谷旦村成立股份经济合

作社，一些在外工作多年、有技能有志

向的年轻人看到村里工作有了起色，自

发回村创业。在理事长、监事长的带领

下分别成立网络科技、食品、运输等6

家公司。他们成立的紫谷辰食品有限公

司，注册“谷旦村”商标，利用“公司

+农户+基地”的模式加工农产品并在

网上销售，产品体系包括小米、小杂

粮、风味食醋等。网店投入运营几个月

以来，销量和收入渐增，还与太钢超市

等周边商超签署资源互换协议，经营态

势喜人，也为挖掘本村文化和推动本村

品牌打造做出贡献。谷旦村支委于刚

说，通过改革，谷旦村逐渐由“软弱涣

散村”变成“团结上进村”，几家公司

运转正常，每位成员都能享受到合作社

给大家带来的分红。

改革创新 稳定农村 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

改革过程中，基层干部普遍有一个

共同感受，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工作过程本身就是解决农村多年积累的

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不少村几十年来资

产不清、账目不清，集体经济薄弱，干

群猜疑多、矛盾多。改革实施以来，一

些多年积累的“陈旧矛盾”得到解决。

杏花岭区成立区、乡、村三级改革

领导（工作）小组，充实工作力量成

立专业机构—杏花岭区农村经营管理中

心，坚持问题导向，出台改革相关配套

文件和办法，明确指导意见、操作程

序和管理办法。各乡（街）、各村（社

区）在此基础上自主探索实施，形成了

党委领导、政府保障、村民主导、全员

参与的改革氛围。

该区坚持问题导向，对在改革中破

解的万余个问题进行梳理，将具有借鉴

意义的236个问题汇编成册，编制《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36问》，成为解

决改革问题的“活字典”，为各村解决

改革中的难点、焦点问题提供解决思

路。赵联庆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是农村综合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一套

综合系统工程，“改革中触及到哪一类

问题都不能不管，但只要不回避问题，

集思广益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

杏花岭区把44个村（社区）分为

城中村、城边村和纯农村三类，并采取

不同方式推进改革，稳定为先、梯次展

开。三类农村中，城中村的经营性资产

多、收益好，农民要求分享集体收益的

意愿强烈，改革难点集中在成员界定

上；城边村的占地收入情况多、历史遗

留合同问题多，老百姓对清产核资的过

程关注度高；而纯农村的清产核资和成

员界定难度不大，难点在寻找产业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上。

在清产核资环节，杏花岭区聘请会

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全程参与。佳

钰源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仪赵红介绍，

“过去一些村财务账目不完整、移交不

完善、合同手续模糊，此次为了核实集

体资产的完整性，通过账物比对、账证

比对、账表比对、与国土部门比对、与

财政部门比对、与林业部门比对等‘六

比对’，实现集体资产账实相符， 16

个村清产核资金额达9亿多元”。七府

坟社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理清了多年

不清的断头账、多套账，解决了历史遗

留的“50套集体资产房源找不到房子、

找不到房主”的问题，后任村干部为此

背了多年的“黑锅”被澄清。

村民王爱国说：“账目算清了，村

民明白了，干部清白了，改革几个月把

多少年没开的会都开了，多年的误会解

开，以后大家就能齐心协力壮大集体经

济，为村民谋福利。”

在成员界定环节，通过摸底，梳理

出60种成员类型，围绕尊重历史、兼顾

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提

出“依法依规合理登记、世代农户上门

登记、户地分离函询登记、无户无地不

予登记、群众认可大会登记”八字口诀

法，有效助力成员确认工作。谷旦村创

新工作思路，依托大槐树根祖文化，绘

制“族谱”，以谱找人，同时确认正式

成员必须通过入户签字表决和成员大会

举手表决的“双表决”程序，确保成员

界定准确无误。

成员界定是解决谁有份的问题，折

股量化是解决多少份额的问题。在折股

量化环节注重公平性，统筹考虑成员的

户籍、土地、村龄、贡献等因素，由各

村（社区）自主制定方案。窑头村坚持

“谁家占几股，村民说了算”原则，设

置基础股、贡献股和村龄股，确认数量

后股份进行静态管理。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对农村

生产关系的再调整，集体的利益就是老

百姓的利益，众人的事情众人说了算，

将开门确员、民主审议、结果公示、摸

底造册的工作原则落实在改革推进的每

个阶段，澄清了家底，理顺了关系，稳

定了农村发展大局，这是坚持走群众路

线的结果。”赵联庆说。

改革初见成效，过程中充分调动了

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要求分享集体经济

红利的期盼也更加强烈。针对山区农村

集体经济大多薄弱的实际，杏花岭区基

层干部表示，接下来的工作方向将变为

充分发挥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作用，承担

起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和服务

集体成员的职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

入，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

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 作者系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