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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江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建议 
卢  敏 

(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党校)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对完善乡村治理、保障

农民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让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江津区作为国家农业农村部确定的全国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整区试点单位，不仅按时完成了农村清产核资、量化确权和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更借此契机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要求的有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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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津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全区 232 个行政村（涉农社区）1822 个村（居）民小组，36.76

万户农户（涉农户），106.39 万农村（涉农）人口。耕地 164.8 万亩，

园地 21.57 万亩，林地 131.29 万亩，养殖水面 8.29 万亩，其他农用

地 4.62 万亩。1022 个家庭农场，1021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区村

（涉农社区）集体经济收入 22328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初，全区还有 16.8%的“空壳村”（无经营性

收入）和 21.9%的集体经济薄弱村（经营性收益在 5 万元以下），

亟需加快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二、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举措 

1.注重区域定位，实施分类发展。一是，对位于江津城郊、园

区和重庆二环周边的农村（如珞璜镇郭坝村），鼓励发展特定产业

和专业市场，分担功能性城区特定功能，以产业区位优势促进农村

发展。二是，对拥有特定的不可替代资源的农村（如四面山镇林海

村），鼓励依托优势资源向特色鲜明、功能独特、环境优美的方向

发展，以旅游资源开发促进农村建设。三是，对位于农产品主产区

和现代农业园区的农村（如永兴镇黄庄村），支持其健全农业服务

职能，围绕农业生产（精细种植、规模种植等）、深加工、销售（互

联网、自媒体营销等）、服务（农技、农具等）等形成一定区域的

辐射影响。 

2.突出地貌文化，特色内涵发展。一是，充分利用江津复杂的

地理环境要素，着力构筑环境景观的异质性和乡村形态的多样性，

创造出具有“地域特征”、“时代特点”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二是，充分挖掘内涵丰富的江津地域文化，如富硒长寿文化、爱情

文化（如中山古镇常乐村）、婚俗文化、楹联文化、抗战文化，传

承和利用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围绕特有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效

益农业、乡村文化旅游、文创产品经济，提升乡村的知名度和吸引

力。三是，推进“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选取一些交通便捷、

自然资源丰富的农村，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百姓出租农房、社

会资本改造等方式，发展民宿产业，充分利用农村闲置房屋。 

3.挖掘比较优势，实施错位发展。一是，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

独特发展规律，充分挖掘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带动型、资源开发型

（如石门镇李家村）、服务创收型（白沙镇土地村四组）、租赁经营

型、项目拉动型等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发展。二是，重点发展农副产

品深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换、增值效益，延长农产品产业

链。三是，大力发展“农业+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健全农村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点体系，充分整合现有金融、邮政、快递、农

家店、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资源，建设符

合标准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站点。 

4.自然景区农村，生态绿色发展。一是，主动对接大四面山景

区景观打造，充分挖掘当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特色产品，在综

合性旅游产业链中发挥互补作用。二是，科学规划和布局独具江津

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及加工基地，如石门的晚熟柑橘（如李家村）、

油溪的龙眼（如大坡村）、嘉平镇的“猫山”西瓜、龙华的杨梅（如

双溪村）等。三是，积极培育江津绿色生态旅游纪念品，如富硒农

产品、民俗工艺品等。 

5.偏远山区农村，转变观念发展。一是，摈弃“等靠要”及观

望、畏难思想，转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传统观念，在守望“绿

水青山”中谋求发展，成立合作社探索种植草本药材、高附加值农

产品等。二是，吃透国家对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脱贫攻坚等的有关优惠政策，找准科学发展的着力点，如探索利用

荒废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争取地票交易换建设用地占补平衡指标获

取发展资金。三是，探索建立贫困、偏远村农村集体经济重点帮扶

机制。 

6.名村典型示范，专家指导发展。一是，优先建设若干个区级

重点示范村和镇级示范村，总结提炼不同区位、不同资源下各类农

村集体经济成功发展路径，为全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

的样板。二是，设立区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建立

相关专家定点联系指导特定农村制度，充分发挥多学科专家在乡村

振兴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产业脱贫开发中的智库作用。三是，举

办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题研讨班，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建

设、人才建设、政策保障、发展理念、绩效考评等达成共识，努力

探寻农村集体经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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