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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要部署,国家也对此做了制度性安排,但在发

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缓慢等问题。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以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

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探索为例,分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益的做法和模式,总结经验,为实现乡村振兴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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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eployment made by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state has also mad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is,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ow level and slow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exploration of cooperatives led by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anzhi district, Wuhu City,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beneficial practices and models of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sum up experience to help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Path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领导人强

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

而自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

地,实行分田单干的经营方式导致小农户生产能力很难提高,

土地细碎化、交易成本高等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突出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明确作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重大部署。虽然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发展中还存在

着集体发展水平低,发展缓慢,[2]或者产权改革的局限性和集

体统筹能力不足的问题。[3]鉴于此,本研究以安徽省芜湖市湾

沚区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例,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1 湾沚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基本情况 

2021年下半年以来,湾沚区探索实践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这一强村富民路,改变过去各村“单打独斗”的局面,在全省创

新区、镇、村三级合作社发展体系。截至2022年底,全区共成立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29个,其中区级联合社1个,镇级联合社5个,

村级联合社1个、村级合作社22个,吸纳入社群众20154人。同

时,2021年到2022年湾沚区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2021年全

区22个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986万元,2022年前三季度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已达1510万元。2022年,湾沚区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试点村集体经济收入共2153.62万元,同比去年增长

115.11%。全区66个村经营性收入达5143.88万元,同比增长102%,

村均经营性收入77.9万元、收益51.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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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湾沚区组织部部长讲到,“仅仅把各村的合作社

成立起来是远远不够,因为村级合作社或者村党组织能调动的

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有些资源是要镇级甚至是区级才能调动

的”。因此,实现规模经济是发挥各村资源 大效能的强劲驱动

力,也是提高集体经济的有效手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前

各村分散式发展模式已不再能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要求,产业

发展不断面临难题,各村为战、单打独斗的发展路径的局限性逐

渐显现,极大程度上制约了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资源整

合规模程度 大化,有效实现抱团发展,创造规模经济,提高效

率,湾沚区联合区、镇、村三体建立区级牵头、镇级联合、村级

发力的三级合作社运行工作机制,探路乡村振兴新模式。 

2 湾沚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体做法 

湾沚区突出三级联动能更好发挥组织引领作用,实现规模

效应与组织协调两大方面共同促进,完善组织体系增强为农服

务实力。 

第一,高位推动强部署。区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为有效

整合各镇村资源,形成规模化产业,带来更大效益,同时更好地

从区级层面统筹谋划,科学指引镇村产业发展,明晰强村富民之

路。湾沚区农业农村局牵头成立区级联合社,围绕本区特色产业

——再生稻产业,统筹区、镇、村级各有关部门为再生稻产业链

条提供“再生稻全产业链生产”服务,同时,还成立湾沚区特色

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提升区级产品的知名度,打造湾沚区特色

规模化产品。 

在政策推动层面,湾沚区先后印发“两办法四机制”文件,

从高位明确区内镇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和申报项目要求

与办法,明确制度保障,加强对镇村制度上的管理。同时联合区

级各部门完善监督考核,确保制度规范运行。 后,湾沚区将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成效纳入基层党建考核、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

职和乡村振兴考核内容,将其作为优秀村书记评选的重要参考,

增强村干部“主动求发展”意识的内生动力。 

第二,产业规划明路径。除区级联合瞄准主导产业,湾沚区

实现了镇级合作社全覆盖,助力辖区5个镇因地制宜做好主导产

业规划、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方向。例：六郎镇在保持鱼

虾蟹养殖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镇级合作社即以菌菇产业和

“鱼立方”项目为主导,致力于构建“产购销”一体化服务平台,

融合发展一二三产；陶辛镇以禾莲产业为主导,围绕莲花种植、

莲产品深加工、莲旅游协同发力,并积极助力新产品研发,打造

特色产业链,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红杨村以文旅产业为主

导、花桥镇以现代农业为主导、湾沚镇以培训经济和发展业务

经济为主导……在区、镇两级合作社的共同努力下,各镇及村结

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都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差异化、特色

化产业发展路径,建立利益联结,打造属于各镇乃至村级的特色

品牌发展。 

第三,示范引领树典型。根据前一部分对芜湖市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分类可以得知,湾沚区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势头

强劲,无论是2021年被评为党组织软弱涣散村的“后进村”——

周桥村,还是先天具有丰富红色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的湾沚镇

桃园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都能够更好地创新探索合作社实践

路径并卓有成效。其突破发展弊端,努力开辟创新、可持续、高

质量的强村富民路的典型村都具有一定的可复制参考模块,可

将其成功经验塑造为可学习、可借鉴的典型。 

3 湾沚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探路乡村振兴主要

模式 

芜湖市湾沚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探路乡村振兴新模式在实

践中形成“错位发展”“以强带弱”“合作社+公司”三种发展模

式,通过组织共建、要素共用、利益共享,实现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统筹、企业经营、农户参与的增收致富新路径,发挥规模优

势,实现资源要素整合,促进各村集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是“错位发展”模式,即对于试点村中发展势头较好的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实现抱团联合、错位发展,实现“1+1>2”的协

同效应。如湾沚区花桥镇花桥村、五四村分别以农业服务、养

殖业服务作为发展方向,虽主导产业不同,但会实现村与村之间

的服务整合和利益联结,实行统购统销、共享销售渠道,互相补

强、共同发展,带动规模经济,助力共同富裕。 

二是“以强带弱”模式,即工作基础较好、发展实力强劲的

村带领工作基础薄弱、缺乏发展思路的村共同发展,实现组织共

建、要素共用、资源共享。例如湾沚镇桃园村带领老村村打包

发展,带领其投资培训基地,实现利益共享。如六郎镇探索,由发

展较好的易太村、东八村带头,带领村级集体经济较薄弱、资源

禀赋基础相对较差的万锹村、中窑村、金桥村、殷港社区,组建

易太片区党组织领办联合合作社,发挥组织共建、要素共用、利

益共享的优势, 大化发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功效,打破以行政

村为单位发展集体经济的局限。花桥村村书记也讲道：“镇联合

社可以帮助一些较弱的村子投资增收,带动每个村子都入股,抱

团发展,以带动各村集体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是“合作社+公司”模式,即实行党支部与企业联合服务

农民“2+1”模式,采取“党支部+合作社+企业+成员”运营机制,

通过支部引领,以企业带动合作社发展,以合作社服务企业建设,

共同带动农户致富增收。例如湾沚镇桃园村成立芜湖孝祥状元

红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专门开展对外承接党员培训教育,以培

训经济为主导产业,现产生收益约120万元。陶辛镇镇级合作社

注册成立“陶辛镇荷花小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筹镇域内旅

游企业资源,统一宣传、推介,助推乡村旅游全域提升。花桥村

跟区供销社合作,成立了一个子公司——花桥村供销合作社有

限公司,专门负责与多家化肥厂对接进行化肥销售,给村民让利

销售,让村民受益。 

4 下一步工作建议 

对于湾沚区下一步工作计划,调研团队根据调研结果和实

际情况得出以下建议。 

(1)湾沚区继续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用,加快融合一二三产业

发展,促使各村找到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湾沚区组织部部长提

出,湾沚区在咸保村建设区级入社服务中心,与此同时,湾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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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将全区的再生稻统一集中在咸保村种植。在产业链上游,

湾沚区调动无人机喷洒农药、大型的轮机耕作土地,建设粮食烘

干和储存基地,回收再利用秸秆,这是湾沚区一次大胆的尝试,

改变村子单打独斗的局面,借用于现代大型农耕工具,实行统一

化管理。不仅如此,湾沚区鼓励合作社与农资公司展开合作,降

低农资购买成本,惠及村民。花桥村2022年4月与区供销社合作,

成立了花桥村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销售生产资料。

在此过程中,区供销社帮助花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取得厂家

信任,农委、农业农村局对花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提供发展指

导,花桥村得以和多个化肥厂家对接,已经销售58吨的肥料,每

吨销售利润7000多元。在产业链下游,湾沚区与知名电商寻求合

作,目前已与京东签约,准备建设农产品展销中心,将湾沚区内

所有特色农产品集中起来,实现特色农产品的规模化运营,提高

农产品品牌效应和核心竞争力。 

(2)湾沚区推动合作社规范运营,激励领头人工作动力,做

好风险防控。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试点之初,一些干部普遍存在

着不会干、不敢干的困惑,特别是在制度不明晰、廉政风险等方

面存在顾虑。“干就干出成效、试就试出经验”,湾沚区从制度

上规范流程、完善风险防控、健全奖惩机制,为基层干部消除后

顾之忧的同时充分激发干事热情、提升业务能力。湾沚区先后

印发“两办法四机制”文件,明确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承接公益性

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监管等全过程要求和标准,指导相关

人员合法操作。建立村“两委”与合作社理事会联席会议制度、

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做好风险把控。同时建

立考核奖惩机制,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效纳入基层党建考核、

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和乡村振兴考核内容,并作为优秀村书

记评选的重要参考,按照《湾沚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考核激

励办法》,为村干部兑现奖金,激发内生动力。 

(3)湾沚区不仅持续关注脱贫户的经济状况,同时让普通村

民享受到合作社发展带来的好处,切切实实地走向共同富裕。湾

沚区出台《芜湖市湾沚区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收益分配指导意

见》,提取经营性收益10%优先分配给低收入户和监测户。湾沚

区干部强调,湾沚区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要将监测户与低收入

农户全部吸纳入社,监测户入社率需达到100%。不仅如此,一旦

湾沚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有所盈利,必须要提取10% 用于发展

农村公益事业,例如修建小学,办长者食堂,要让村民真切地感

受到实惠。只有将好处落在实地,才能够真正实现扶贫,才能够

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5 小结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芜湖市湾沚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找

到了干事创业的持久可持续发展新赛道,农民群众也找到了发

展现代农业的好路子,有效地实现了农户增收致富。湾沚区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党组织的带领、合作社对村民的激

励、区镇村三级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多元化发展视角。这也对其

他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为助力

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打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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