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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2023年 6月 18日

潼南区双江镇组建“联耕公司”

助推村集体经济抱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利用农村集体自身资源条件、

经营能力，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

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潼南区双江镇发挥镇

级统筹作用，把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强村富民的有力

抓手，积极深化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联合 21个村（社区）成

立集体经济联合企业——重庆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联

耕公司），整合资源实现抱团发展，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

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一、构建集体经济组织新体系。双江镇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

组织优势，通过联耕公司的“平台”作用，构建起“镇党委、政

府—联耕公司—村集体—村民”的全新组织体系。镇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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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赋予联耕公司对集体经济“统”的功能和市场主体地位，联

耕公司既独立经营、创造收益，又全面指导、科学管理，为村集

体提供全方位服务。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联耕公司的股东和生

产单元，通过适度集中经营管理，实现集体经济产业规模化、标

准化。

二、构建“抱团”集约发展新模式。发挥镇联耕公司统筹作

用，推动 5类资源要素整合。推动资金整合。整合 21个村集体

的“地票”资金 1270万元和农田整治、退耕还林等资金 908
万元，入股联耕公司，实现资金变股金。推动土地整合。动员

21个村 7733户群众以 11890亩撂荒地入股村集体经济，实

施土地整治，由联耕公司指导开发盘活利用，实现资源变资产、

农民变股东。推动产业整合。依据地理条件，把九叶青花椒作为

全镇集体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推广种植九叶青花椒 1万余亩，

实现跨村联动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推动项目整合。根据各

村实际，整合一二三产项目 36个，由联耕公司统一实施，实现

利润 1000余万元，利润回流成为集体经济发展资金。推动人才

整合。优选村干部、外聘职业经理人、专业技术人才 25人，组

建联耕公司管理运营团队。健全村集体与联耕公司人才双向培养

机制，向全镇村（社区）输送、培养专业人才 50余人。

三、构建利益联结保障新机制。创新建立“两级”分红制度。

“固定+浮动”分红机制。联耕公司与村集体建立现金“固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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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花椒浮动股份”两条分红渠道，企业经营利润的 80%
按照各村的现金入股比例进行分红，剩余 20%按照各村的花椒

产量占比进行分红。通过花椒产量浮动股份，调动村集体和农户

花椒种植积极性。“4+4+2”分红机制。村分得利润后，按照

“管理团队 40%、土地入股群众 40%、村集体经济组织 20%”

的比例进行再分配，实现户年均收益 5000元以上，收益超过土

地租金。村干部作为产业管理人员直接参与产业收益分红。

四、构建要素成本控制新方案。控制土地成本。土地折价入

股，让农民变股东，每年节约土地租金支出近 500万元，有效

降低前期资金投入压力。同时，通过高标准农田整治，破除田土

界限，增加耕地 2000余亩。控制管理成本。优选村干部加入联

耕公司管理运营团队，村干部管理产业基地，不产生固定工资，

工资性支出减少 20%左右。控制生产成本。联耕公司统一技术

标准和调度管理，统一农资采购和品牌销售，推行“片区长”等

制度，实现取长补短、资源共享。

五、构建系统防范风险新举措。购买商业保险。全镇投入9
万元为集体经济购买农业保险，投入5万元为集体经济务工人员

购买意外保险。建设仓储基地延伸产业链。集中建设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延长花椒产业链，为集体经济产品提供储存空间，紧盯

市场行情及时储存或出售农产品，有效化解市场风险。利用二三

产业平抑农业风险。适应农业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主业与副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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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长期与短期效益兼顾，设置农业板块、工程建设板块、酒水

餐饮板块、文旅项目板块，以二三产业保本兜底、哺育农业，有

效对冲农业生产风险。2022年，双江镇在遭遇严重旱情花椒产

业仅收获干花椒25吨的情况下，联耕公司大力开拓工程建设、

文旅等业务，实现产值2800万元，利润约300万元，村均收益

超10万元。

（潼南区委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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