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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苏家湾村用“犄角旮旯”的小片荒地，

换取对发展旅游产业的观念认知，换取与旅游市

场接触的机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其旅游

产业发展“蝶变”。

集体产权制度给村民带来真正的实惠：村集

体收入增加了，村容村貌得到改善，村民过上了

幸福生活。离石区信义镇康家岭村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真正把实惠让给了农民。

石楼县在试点托管2.2万亩的基础上，将农业生

产托管作为巩固全县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大举措，全面扩大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面积。

这些变化只是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一个缩影。

改革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

推动发展、促进工作的根本动力。这一切都得益于全

市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2017 年 5 月，孝义市作为我省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 10个试点县之一，拉开了我市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序幕，并试出成功经验，得到

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

扬，其经验在全国推广。

幕布一起唱大戏。这场戏该怎么唱，如何能唱

出“活力”?2019年，我市被确定为全国第四批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市。市委、市政府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市农村经济管理局作

为牵头部门，紧紧按照中央、省、市确定的改革路线

图、时间表，围绕清产核资、成员身份认定、股权设置

股份量化、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登记赋码颁证等工作

重点，掀起了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热潮。

据统计，截至 2020年 10月底，全市所有村组清

产核资工作任务完满收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确认工作全部完成，共确认 109.68万户 305.54万

人，通过股权设置股份量化，完成了4296个村组的股

份制改革，完成了1960个村组的合作制改革，建立集

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 6256个，赋码率达到 99.76%，

颁发集体经济组织证6256个，发证率达到了100%。

通过改革，村集体家底被真正厘清理顺了，农

民群众真正成了集体家底的投资、决策、受益人。

在股份合作制改革村，积极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广大农民群众

在切实分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和改革红利的过程

中，昂首阔步迈上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也为全市、

乃至全省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吕梁样本”。

强化顶层设计，把稳改革航向

这是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的又一

次重大变革，更是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

时代使命、历史责任。在改革过程中，市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谋划、科学决

策，在2018年5月，按照中央、国务院、省有关精神，在

第一时间牵头制定出台了《吕梁市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吕梁市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全面铺开了全市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2019年5月，在我市被确定为

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市推进试点单位后，市

委、市政府立足2020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试点任务

的要求，进一步研究制定出台《吕梁市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整市推进试点工作方案》，成立了由市委书

记任组长、市长任第一副组长、市委副书记和分管副

市长任副组长的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分管副市长兼任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同时，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列为市委、

市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列为市长督办的重大改革任

务，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此项工作。主要领导亲力

亲为抓改革落实，多次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推进会、

业务培训会，进行全面部署推进。目前，全市 13县

（市、区）已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在推进工作中，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立足全市实际，及时出台定期报告制

度、百分考核制度、联席会议制度、领导包乡制度、督

查制度、通报制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实际操作中

存在的问题。从注重环节流程到细化工作步骤，从明

确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和工作机制到把责任落实到岗

位、落实到人员，并按时间节点考核交帐，规定工作流

程、细化工作步骤，把握重点环节，严格按照建立机

制、政策宣传、清产核资、成员确认、量化资产、建立

组织、发展集体经济 7个重要环节展开工作。清产

核资按公布、清查、审议、公示、请示、汇总、调账等

7个程序进行；确认成员按调查摸底、制定办法、备

案批复、公示认可、民主审议、建册登记 6个程序进

行；折股量化按资产分类、确认资产、股权设置、细

化股份、折股到人、确权到户、股份登记 7个程序进

行；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按健全章程、民主选举、健全

机构、公示备案、规范登记等 5个工作程序进行，有

效保障了各项改革政策落地生根。

离石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特别重视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主动听取工作汇报，时刻督促工作进

展，切实解决具体问题，为产权制度改革保驾护航，促

进了全区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中阳县柳沟村摸着石

头过河，每个程序、每个环节、每项工作、每个实施办法都

能依法依规按文件、按流程进行，把改革的目标真正放

在了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居民持续增收上；兴县寨上村

紧紧扭住党建引领不放松，以壮大集体产业、增加农民

收入来提升群众获得感，以补充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人

居环境，提升百姓幸福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的 40年间，农村

人口有增有减，有进有出，但集体资产的权属几乎未

动。产权归属不清、成员界定不明、受益分配不顺

……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个个都是“硬骨头”。

没有难度不叫改革，改革不能畏首畏尾、瞻前

顾后，就得迎难而上、敢闯敢试。

在推进过程中，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农经部门迎

难而上，针对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集体资产构成各

异，农民诉求不尽相同，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中，科学划定集体资产量化范围，分类改革产权制度。

重点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纳入折股量化范围，对不同类

型、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村，采取不同的资

产量化形式，分类实施，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我市

于2019年7月底，就基本完成了清产核资任务，建立了

集体资产台帐，并对清产核资开展“回头看”，将清产核

资结果纳入集体资产监管平台，同时基本完成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编制出成员清单名册。

厘清集体家底，理顺产权归属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要理清农村集体资

金资源资产这本帐，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

基础上，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个成

员头上，有效利用存量资本发展生产经营，收益按股分

配，与每个人的利益直接挂钩，以充分调动成员关心集

体、爱护集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因此厘清

集体家底，理顺产权归属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

孝义市留义村在清产核资时，对集体全部资产、

债权、债务进行逐一盘点核实，对于利益相关人全

部见面核实，在群众及债权债务人无异议后才登

记清算。对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三类资产分

别根据实际研究制定出不同的核算办法。3.09亿

元总股本、232万元债权、3973万元债务以及千余

亩登记土地没有一个异议；临县孙家沟村被县委、

县政府确定为农村“三变”改革县级试点村后，早

安排、早部署，细化工作流程，狠抓重点，环环相

扣，扎扎实实完成了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村

党支部书记王建龙、村委主任王玉成和村民一道，

积极谋划改革，立说立行，亲力亲为，投身到孙家

沟村的改革和发展的各项工作中。

……

我市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特别重视清

产核资工作，全面动员部署、制定配套政策、组织开展

培训、分步开展清理，每个时间节点都把握有度、措施

得力、推进扎实。

从资产清查到数据审核，从成员认定到集体经

济组织建立，能及时报送上传数据，为领导决策提供

了第一手材料。从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到确权到不

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健全完善登记、保管、

使用、处置和监管等各项管理制度，到实行台账管理；

从健全年度资产清查制度和定期报告制度，到对集体

与外部单位、部门的产权关系，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从全面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到加

快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从赋予农民集体

资产股份权能，到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

从多种形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到全面加强农村集体

资产财务管理。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在各个环节围

绕“三变”改革思路，统筹财政资金、引进社会资本、

撬动银行贷款、盘活农村和农民资源，发展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2019年9月底，全市13县（市、区）165个乡镇3124
个行政村6459个村组全部完成了清产核资任务。按照

2017年12月31日清产核资时点，全市资产总额234.93
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48.4亿元；负债总额119.71亿

元，其中流动负债101.52亿元，长期负债18.19亿元；

所有者权益115.22亿元。集体土地总面积2289.2万

亩，其中农用地1622.11万亩，建设用地184.27万亩，

未利用地482.81万亩。农用地总面积中，耕地802.21
万亩、园地64.59万亩、林地516.93万亩、草地153.66万
亩、农田水利设施用地（沟渠）11.70万亩、养殖水面（坑塘

水面）用地0.41万亩、其他农用地72.62万亩。

清产核资市级抽验的 1300个集体经济组织，全

部符合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清产核资验收工

作的要求，总体良好；省级共抽验 1个市级、13个县

（市、区）、39个乡镇、78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验

收合格，总体评价为优秀。

全面推进实施，卓显改革成效

改革绝非易事。农村各种矛盾问题互相交织，

各种利益诉求互相碰撞，稍有不慎，改革成效不明显，

甚至还会影响当下农村经济发展。

面对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发展阻碍，全

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农经部门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出发，以乡村全面振兴的视野进行谋篇布局，进一

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作为，拿出更多实招

好招，在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蹚出了一条

新路，也探索出了一些工作亮点。特别是去年下半

年以来，我市全面开展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发放

股权证书，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对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颁证，规范集体资产监管和运

营，汇总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总结试点经

验，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模式。

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先后

召开 8次产权制度改革和清产核资数据系统录入

培训会，共培训 1500余人次；印制发放 6000本《吕

梁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资料汇编》和《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问答》；持续通过吕梁电

视台、吕梁日报等新闻媒介进行大力宣传，如在吕

梁电视台《沃土》栏目开辟专题展播典型经验；组织

县(市、区)领导及业务骨干等 220人分别到浙江省

余杭区、安吉县和我市孝义市进行培训与观摩学

习，吸收借鉴外地和当地的好做法好经验。

从 2018年开始，市级安排专项工作经费 219万

元，县级安排498.2万元。2019年仅市级切块经费安

排500万元。2020年，我市从市级支农切块资金中拨

出213.5万元，专门用于各县（市、区）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工作。专项经费的及时落实，有效保障了产权

制度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

全面铺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之前，部分村

先行先试，取得了成功经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改革

发展模式，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及时总结，先后推出孝义市留义、中阳县柳沟、临县前

青塘、方山县后则沟、离石区康家岭等20个村典型经

验，并在第一时间在全市广为宣传，示范推广。

改革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合力推

进。为了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进度，我市在

改革初期就出台了《关于农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积极参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积极

动员农村扶贫力量投身产权制度改革。

岚县蛤蟆神村积极探索农村“三变”改革新模式；

临县罗家山模式、石楼“党支部+”模式不仅激活了改

革动力，更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动；石楼县的农业生产

托管走在了全省前列；交口县石口乡更是在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中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子。全市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我市坚持以壮大集体经济

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通过全方位改革和立体式施

策，目前全市3124个行政村全部实现“破零”目标，各

县（市、区）将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

展股份合作经济，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据统计，截止2020年9月底，全市有89个股份经

济合作社，给成员分红达6361.39万元。

从与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到《“乡村振兴贷”风险补偿基金实施方案(试行)》
（吕政办发〔2019〕70号）的推广，从市政府注入专项风

险补偿基金 6000万元，到“乡村振兴贷”风险补偿基

金使用监管合作协议的签订，我市积极探索金融企业

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政策，以最强推力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市首笔金

融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肉鸭养殖项目贷款已经投

放。当前第二批、第三批已入库，真正实现了金融支

持新型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发展“零”的突破。

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为使农村集体

“三资”发挥最大效力，规范运行管理农村集体“三

资”，我市利用与农业银行合作的机会，进一步健全完

善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为全面实现全市农村

“三资”网络化管理和银村直通结算管理打下了坚实

基础，并为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运行做好

了充分准备。目前已培训6期400人，全市“三资”监

督管理平台已上线运行。

短短三年时间，一场以“三变”改革为抓手的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紧锣密鼓遍布吕梁，全市在积极稳

妥走好改革“六大步”的同时，破除层层藩篱，使改革

工作高效率高质量推进，也进一步凝聚起民心民力，

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完善了乡村治理体系，为全市乡

村振兴增添了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

赋权拓能促振兴
——我市全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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