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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培育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

举措。这对于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探究了Y市C村

集体农场背后的运行机制,C村通过党建引领、建强班子,铸就乡村振兴强引擎、找准路子,走出村强民

富稳步伐、扑下身子,锤炼实干担当硬作风等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项目,建立了稻麦、蔬

菜、瓜果种植一体化的集体农场,短期内实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一

体多翼”协同、强化人才支撑、延伸产业链条、优化社会化服务等建议,以推动农业产业振兴和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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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collective farms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 taking C Village in Y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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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 core strategy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hold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behind the collective farm of C Village in Y City, where C Village has developed a 

large-spa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ing project by taking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team, forging a strong engin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inding the right path, taking 

steady steps to make the village strong and the people wealthy, and rolling up one's sleeves and forging a 

hardworking and responsible work style. It has established a collective farm that integrates rice, wheat, vegetables, 

and fruit planting, and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economic benefi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of "integrated multi-wing coordination," 

strengthening talent support, exten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optimizing socialized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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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集聚,这既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同

时也引发了农村空心化、原子化以及土地撂荒等一系列问题。[1]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全面激活农村的经济发展潜力。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是衡

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一个重要尺度,把“三农”问题的解

决作为首要任务,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

振兴之路。这既是对我国乡村发展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也是对

未来乡村发展的长远规划。 

农业是国泰民安的基础性产业。农业产业能否高质量发展

关乎乡村振兴和社会进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广泛和最深厚的基础主要在乡村。乡村振

兴关键在实干、核心在于产业兴旺。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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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衔接,发展壮大特色产业至关重要。[2]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村

地区虽然是经济发展的短板,但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充分激发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自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十分关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

况。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认识”。[3]因此,

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理论意义。 

(2)案例背景。位于Y市的C村,拥有3.2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

涵盖26个村民小组,811户,户籍人口2806人。村内共有党员94

名,设立3个党小组。尽管村内拥有1303.83亩的耕地,但由于经

济基础薄弱,集体资产和资源相对较少,缺乏有效的强村富民示

范带动产业,因此,C村被划定为“经济薄弱村”。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C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依托特色产业,

汇聚振兴力量,强调融合发展。在市、区农业农村局的关心支持

下,经过村“两委”会议的商议决定,C村成功申报并获得项目扶

持资金,发展农业引领类产业项目(大棚果蔬种植项目)。该项目

占地54.8亩,已于2022年9月上旬建设完成51间温室大棚,主要

种植西瓜、草莓、圣女果、西兰花、有机花菜、上海青等瓜果

蔬菜,同时结合73亩的水稻、小麦种植,成立了稻麦、蔬菜、瓜

果种植一体化的C村集体农场。 

1 路径探究 

1.1建强班子,铸就乡村振兴强引擎 

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推

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引擎。以C村为例,该村通过优化治理,积极推

动区域内的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了年轻化、充满活力的

“两委”班子的优势。其中,90后的第一书记与80后的“两委”

班子,他们以年轻化、活力充沛的特质,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

的动力。定期举办的学习会,不仅有助于提升“两委”班子的能

力素质,而且也能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并执行乡村振兴的各

项政策。此外,C村还构建了“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的工作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

其强大的组织力和领导力,能够有效地推动乡村的发展。而党员

的示范带动作用,则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的动力。而群众的参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资源。 

1.2找准路子,走出村强民富稳步伐 

C村集体农场在其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地理位

置、市场需求以及技术支持等多个因素。首先,农场充分利用其

在沙头的果蔬产业优势,结合深度调研和村民的意见,精心选择

了辣椒、茄子、上海青、茼蒿、西兰花、有机花菜、西红柿、黄

瓜等蔬菜,以及草莓、西瓜、小番茄等水果作为主要种植产品。

这一选择不仅充分发挥了地理优势,也满足了市场需求,从而确

保了农场的稳定运营和经济收益。在管理上,C村集体农场采用

“党支部+党员+技术员+村民”的模式,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引

领作用。该模式不仅提供了项目支持、资金拨付、技术指导、销

售信息等服务,还通过实施党员责任制,确保了各个环节的高效

运行。在技术应用上,农场聘请了里下河农科所的专家作为技术

指导员,对蔬果种植进行专业指导。这种方式不仅提升了种植技

术,还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农场实行“订单化种植”

的销售新模式,将销售环节前移,与苏顿生鲜配送、金培配送等

达成合作,有针对性地种植相关农产品。 

1.3扑下身子,锤炼实干担当硬作风 

在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的宏大背景之下,干部队伍在推动村

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尤为显著。以C村为例,该村的

干部队伍在“实践实干实绩”的明确导向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工

作热情与坚定的决心。他们深入农村基层,深度了解并研究村民

的真实需求,积极为村民解决实际的困扰,以实际行动推动村级

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振兴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干部队伍在此过程中的

角色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更是连接政府与村民的桥梁,

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他们的实际行动提升了村

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有利于提升

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的实际行动也推动了村

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村级集体经济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提

升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2 对策及建议 

2.1一体多翼,协同推动农业产业振兴 

在大规模的产业振兴战争中,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公司、

合作社及农民个人都积极地投入到战斗中来,这引发了一个核

心问题：谁应该成为这个过程的核心？若每个角色独立行动,

可能会导致对乡村振兴所需各种资源的无效利用和浪费,进而

产生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此,“一体多翼”是一个理想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它指的是由政府作为中心,通过政府的力量调整并

引导银行、公司、合作社和农民个体之间相互的关系,构建一种

多元化的模式,以此共同推进农业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明晰

政府的主导角色。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领导力,从长期角度出发,

带头拟定发展计划,确保相关政策的一贯性,同时协调其它乡村

振兴的相关者,使他们能够有效的分工合作,助力实现农业产业

的复苏。其次,必须清晰定义其他角色的责任范围。银行负责提

供专门用于该项事业的资金,而公司和合作社则承担着主要的

责任,农民则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清楚了这些角色的工

作内容后,才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更高效地促

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2强化人才支撑作用,激发农民群众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进程中,要确保政府可以更好地发挥推动作用,关

键在于人这一要素。[4]然而,目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着技术人才

年龄偏大、技术水平不高等人才短缺问题,同时基层干部和群众

在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这制约了农业产业内在动力和发展势头。

针对这些问题,建议一方面引进高水平人才,提升他们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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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对农业产业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提高整体发展

水平。另一方面,开展高质量培训,加强现有技术人才的服务能

力,提升基层乡村振兴干部的素质,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农业产业

发展的价值,更好地规划农业项目,保障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

根据产业需求,开展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激发农民参与产业发

展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能力,让他们更快地享受乡村振

兴带来的好处。 

2.3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随着产业链条的持续拓展,企业所创造的增值效益愈发凸

显,产业的稳定性加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突出,从而在增

加收入和促进致富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效果。[5]相比之下,

传统农业产业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市场体系不健全,竞争力较弱,

其规模化发展遭遇瓶颈。持续延伸产业链是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增强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措施。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在统筹

规划、协调发展和引领创新方面的作用,重点完善涉农企业、集

体农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业产业链。同时,加

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支持,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增强抵御风险

的能力。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政府应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策略的

实施,逐步提升农民收入,确保农民能够从发展中获得实惠。 

2.4优化和加强社会化服务,保障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在“绿色兴农”理念指导下,农业产业作为我国的传统产业,

正面临土地资源紧张等严峻挑战。鉴于此,优化和强化政府的社

会化服务功能,推动农业产业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一条切实可

行的发展道路。在农业产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当秉

持服务宗旨,坚守绿色、循环发展的原则,调整政府与产业、政

府与环保、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快推动绿色转型,促进绿

色低碳产业的发展,以形成绿色低碳的发展环境。一方面,建议

各级政府确保农业产业各环节的操作绿色化、安全化、高效化,

为之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推动农业产业的

数字化转型,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核心,加速农业产业

在加工销售、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数字化改造,提升产

品加工、品牌营销、智慧管理、远程咨询等方面的数字化监控

水平,以促进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语 

乡村振兴是我国当前发展的重要战略,集体农场作为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本

文以Y市C村为例,探究了集体农场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通过党

建引领、建强班子,找准路子、扑下身子等一系列措施,C村集体

农场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村强民富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如人才短缺、产业链条

不完善、社会化服务有待优化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

体多翼”协同、强化人才支撑、延伸产业链条、优化社会化服

务等建议。这些建议旨在进一步推动集体农场的发展,促进农业

产业振兴和乡村振兴。 

未来,集体农场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一方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减少,集体农

场将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食品

安全和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集体农场将凭借其规模化、标准化

的生产优势,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探索和

创新,集体农场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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