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以高端康养休闲、高端文化艺

术品展示交易、古建资产活化利用

为一体的万寿山共享文化康养小

镇。

建章立制，让闲置资产资源

“盘得稳”。一是组织领导机制。

建立县委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具体抓、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

和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合力抓的

工作协调机制，握指成拳推动干部

资源向“三变”一线下沉、人才资源

向“三变”一线整合、组织资源向

“三变”一线集聚。二是制度保障

机制。相继出台《关于坚持和加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鼓励企

业进村助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指

导方案》《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的指导意见（试行）》

等系列政策文件，为盘活闲置资产

资源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市场

化运作机制。整合16家县属企业

成立县三大平台公司和建成 100

家村级公司为乡村资产资源运营

主体，采取市场化方式，以“村级公

司+”模式，把村级分散的资金、资

产和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探索多

元化产业发展模式，激活农村发展

内生动力。四是共建共享机制。

盘活乡村闲置资产资源，农民是参

与者，也是受益者。琼中充分发挥

村级公司一头紧连农户、一头对接

市场纽带作用，建立健全产业帮扶

联农带农富农政策，通过产业发

展、就业务工、土地流转、资金资产

入股和收益分红等方式，促使村级

公司与农户建立了租赁联结、劳务

联结、股份联结等利益关系，把农

户捆绑在产业链上，与经营主体

“联产联业”“联股联心”，实现农民

土地入股挣股金、资金入股挣收益

金、务工就业挣薪金“一地生三

金”。五是风险管控机制。出台

《琼中县乡村振兴子公司管理制

度》，三大平台公司和各村级公司

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

理结构，形成权责明确、有效制衡

的企业内部风险管控机制。

经过两年的探索和实践，琼中

以“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取得

显著成效，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盘活乡村闲置资产资源

必须找准发展定位。在盘活闲置

资产资源中，琼中因村制宜，做好

产业发展规划，发挥每个村庄的自

然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根据每个

村庄的实际情况和地理环境等特

点发展产业，因村施策，一村一策，

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抱团发展、协调

发展、持续发展、多元发展，走出了

一条差异化、错位式发展道路，以

特色产业发展长期带动集体经济

壮大和农民持续增收，为全省各地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质升级

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二是盘活乡村闲置资产资源

必须突出共建共享理念。琼中以

开放的姿态吸引优质资金和资源

进入乡村休闲和创业产业，建立与

百姓互为支撑、和谐共处、有机融

合的利益共同体，让本地居民和外

来工商资本共享发展成果，这是实

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如“新伟·山有”项目依托省内外优

秀人文学者、艺术家、建筑师、设计

师、科研工作者等组建“学而山房”

管理建设团队，在保留原新伟招待

所、新伟大礼堂和新伟茶叶加工

厂、农场干部职工闲置用房等历史

建筑的基础上，嵌入东方美学的现

代建筑元素，与当地生态、产业、居

民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值得注意

的是，琼中本次启动“千村千企”战

略，明确要求入驻企业必须达到一

定数额的投资强度，并就促进农民

增收作出具有法律效应的承诺，此

举有效保证了农民增收和集体增

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

题。

三是盘活乡村闲置资产资源

必须强化融合发展思维。琼中盘

活乡村闲置资产，有力促进了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琼中的实践

证明，只有坚持适度有序、深度融

合、提升品质原则，才能推动传统

村落得到有效保护、乡村经济得到

有效激活、乡村文明得到有效传

承。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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