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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荡漾的巴江河畔，有一颗“村强民富”的亮丽

“明珠”——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阿乌村委会。这

里花满地、树成行，水成景、绿满村，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强劲，群众正大步迈向小康生活。

近年来，昆明市紧扣“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实

际，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必由之路，全域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断拓

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路径，打造出了一批批像阿乌村

一样村容美、产业强、农民富的生态宜居村庄，全面小

康路上特色亮点频现，幸福生活故事格外动人。

编辑/熊洪涛 美编/王超
制作/何叶

“十三五”以来，昆明市对标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
务，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加快培育农
业发展新动能，形成了业态丰富、功能多
样、环境友好、特色鲜明的高原特色都市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2016年至 2019年，
全市农业增加值由 200.51亿元增加到
278.10亿元，年均增长 6%左右；农业总
产值由349.69亿元增长到447亿元，年均
增长5.9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12555元增长到16356元，年均增长
7.5%，农村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高原特色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斗南花卉市场发展为中国乃至亚洲
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成为全国

“南菜北运”“西菜东调”外销出口蔬菜
的优势生产区。宜良县、寻甸回族彝族

自治县发展成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晋
宁区花卉和寻甸县肉牛入选全省“一县
一业”示范县创建，石林彝族自治县西
街口镇列入全国“一乡一特”产业强镇
名单，呈贡区缪家营社区、石林县新木
凹村申报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农业农村改革成效凸显。截至 2019
年，全市已确权承包地面积 5862674.82
亩，占应确权面积的 99.59%；已颁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708808份，颁证率为
97.76%。富民县作为全国农村承包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累计办理了农
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登记 983
户，抵押面积10943亩，金融机构发放贷
款 18106.24万元。宜良县深化“五个强
化扎实抓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昆明市着力拓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路径

让“村强民富”扮靓小康之路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重要保证，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路
径。2017年以来，昆明市采取强有力举措，
全面消除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符合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条件的1341个村（社区）
中，2019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00万元
以上村（社区）283个；50万至100万元村
（社区）221个；10万至50万元的村（社区）
304个；10万元以下的村（社区）533个。

昆明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强化党的领导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根本保证，昆明市坚持“一竿子插
到底”，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
县乡村“书记工程”和抓基层党建重点
项目，纳入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
要内容，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昆明市
聚焦“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推进农
村基层党建“双整百千”四级联创，加大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设立党组织力度，不断扩
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截至目
前，全市 404个贫困村实现产业协会或
者农业专业合作社全覆盖，并通过“联
建、独建”的方式成立 343个党组织，引
领带动49183户贫困户脱贫出列。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为选
优配强带头人，昆明市着力把“致富带
富能力强”作为村党组织书记的“看家
本领”，通过外出能人中引进一批、现任
干部中调整一批、致富带头人中推荐一
批等“三个一批”工程，调整优化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 118名。同时，树立鲜明
导向，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评优评
先、考试考核的重要内容，成功推荐选
树云南省“百名好支书”10名，选树村

（社区）“昆明好支书”20名。
东川区阿旺镇岩头村党总支书记

范兴照就是一名“昆明好支书”，他扎根
基层 35年，担任村党组织书记 13年，是
全村发展的“领头雁”。为带动群众脱贫
致富，他带头入股种植冬桃，发展了全
村第一个村集体经济项目，此后又带领
岩头村入股桂冠牧业新建育肥猪场，整
合资源建设冷库及云上黑山羊养殖圈
舍租赁给企业，实施了光伏扶贫发电项
目和两个东西部协作帮扶项目，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超过5万元。

昆明市还创新制定了乡镇（街道）青
年人才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充分发
挥青年人才党支部作用，实施农村优秀
人才回引计划和村（社区）“青年人才培
养计划”，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供人才
和智力支持。嵩明县创新开展引才育才

“归雁行动计划”，搭建平台回引71名农
村优秀人才，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乡
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智力支撑。嵩明县嵩
阳街道山脚社区党总支书记蒲长文利用
学到的种植技术，返乡带领村民种植生
菜，带动全县生菜产业大规模发展。在发
展生菜产业的同时，实施番茄无土栽培
项目，探索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产业，有效
减少了普通蔬菜大棚面源污染，推动村
集体经济发展稳步前进。

今年，昆明市又创新开展了在东
川、禄劝、寻甸三个脱贫摘帽县（区）已
出列贫困村（社区）干部中，定向培养乡
镇（街道）事业单位人员工作。目前，正
在定向培养东川区红土地镇花沟村党
支部书记浦正洪、阿旺镇发罗村党总支
书记唐兴甫等18名村（社区）干部，极大
地激发了他们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热情。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昆明
市围绕农村改革“确权、赋能、搞活”的总
体思路，扎实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积
极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
制，千方百计支持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通过先行先试，宜良县、富民县、安
宁市、石林县先后作为全国第二、三、四批
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高
质量完成了试点改革任务，为全市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提
供了典型示范。截至2020年7月底，全市
12497个村组已全面完成清产核资、确权
登记，发放股权证14.37万余本，实现“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真
正使集体资产“动”起来、“活”起来。

富民县南营村坚持党组织领着走、
党员带着走、群众跟着走的“三走”工作思
路，争取各级资金和国企平台公司投资
890万元，组织党员带头入股，发动村民
自愿入股，将村民变股民，共入股840万
元，实施了南营农贸市场、乡村旅游生态
休闲园等5个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村集体
经济从“薄弱村”发展为“百万元实体村”。
入股村民每年能按项目收益的10%进行
分红，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县平均水平
2000元，村民的入股范围、资金和生产经
营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昆明市着力推进“三资”管理创新。
出台《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
管理工作的意见》，切实加强对村级集体

“三资”的清理、登记、管理，坚决防止侵
吞集体资产行为。同时，同步出台农村基
层干部监督管理办法、农村集体经济土

地经济合同管理等10个工作方案，形成
了主体明确、职责清晰、管理科学、运行
规范、监管到位的监督和运行机制。

着力推进集体经济组织引领特色
产业发展。全市共成立集体经济组织
3153个，按照“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等模式，大力发展具有地方
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的“绿色食品牌”
花卉、林果、蔬菜、山地牧业（重点为肉
牛业）、淡水渔业、中药材 6个重点产业
及茶叶、咖啡两个产业的加工及精深加
工“6+2”重点产业，有力促进了农业生
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
增强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后劲。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没有一
成不变的模式，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才
是‘制胜法宝’。”昆明市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说，昆明市牢牢把握“找准路子”
这个关键，“抱团发展”“互联共建”等措
施多管齐下，着力确保精准施策有实
招、精准落地见实效。

宜良县九乡乡甸尾村党总支因地制
宜实施天生桥乡村旅游项目，把一个无人
问津的山区村庄发展成游人如织的乡村旅
游目的地，周末日均游客达500余人，日均
收入达2万余元，村民收入大幅增加。寻甸
回族彝族自治县羊街镇党委与云南海潮集
团听牧肉牛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合作，
建成西南地区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月交
易额约3亿元，羊街镇新街村党总支抢抓
发展机遇，延伸产业链条，配套建设蔬菜冷
库，实现村集体年收入15万元，带动农户
2600余户，实现户均增收9000余元。

政策支撑添活力

晋宁区三合村党总支牢牢抓住七
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项目建设机
遇，引导村民主动配合整村拆迁，经过
民主决策，将村集体资金 2886万元，
用于投资理财，年收益达 290万元。
2018年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将集
体理财资金退回用于购买三合小区商
铺，截至 2020年上半年，三合村购买
（新建）商铺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每
年集体经济收入 500余万元。成立物
业管理服务中心，收取物业管理费，解
决了小区物业管理问题，拓宽失地农
民就业渠道，实现了“村民”变“居民”
的华丽转身。

三合村的“蝶变”，关键在于用好
了政策红利，激发了发展活力。

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政策支
撑方面，昆明市不仅制定出台了各种
实施方案、办法和意见，还成立了市
县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协调联动发改、自然资源和
规划、林草、税务等部门，落实联络
员、联席会、督查督办等制度，充分发
挥部门职能优势，合力推动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

除了部门联动，昆明市还积极探
索“产城融合、产教融合、三产融合”的
校地协同创新发展工作模式。

五华区发动西翥街道 3名社区
“领头雁”，联合云南慧农时邦农业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昆明西翥
泽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与云南农
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深度合作，形成
示范效果好、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公司试营业两个多月以来，
已建立 3个实体门店，在主城区投放
生鲜无人售货柜30台，农产品销售金
额月收入达30万元，向当地农户返还
农产品订单10余万元，有力推动西翥
地区集体经济向好发展。

创新案例

昆明版“富春山居图”雏形初现

春赏梨花秋摘梨，缤纷万溪惹人醉。
在“万溪梨花节”“万溪宝珠梨采摘节”等
精彩活动的“加持”下，呈贡区吴家营街
道万溪冲村沉淀出一条以“花卉”和“梨”
为核心产品的文化产业链，成为远近闻
名的乡村特色旅游“网红村”。而随着昆
明市推进“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
验区”建设，万溪冲村又迎来了全新的发
展机遇。

为探索具有昆明特色的乡村振兴
模式路径，昆明市立足兼具大城市、大
农村特点，充分发挥昆明都市圈的辐射
带动力，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签
署乡村振兴政校合作共建协议，并引进
温铁军、李小云等全国著名“三农”问题
专家团队和高端智库，创新推进都市驱
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区建设，着力推
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加快
补齐农业农村短腿短板，解决乡村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需要，增强区域性
国际中心城市建设的驱动力，为全省乡
村振兴提供标杆样板，为全国乡村振兴

提供“昆明经验”。
具体实践中，昆明市积极实验探索

产业增值收益留村哺农，乡村生态资源
价值实现，村政服务体系和乡村善治，闲
置宅基地和农房处置盘活，新农人、新乡
贤、新村民培育等八大机制，边建设边实
验边总结，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政策供
给和制度创新，努力打造一批可借鉴、可
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村。

目前，全市选取了集聚提升、城郊融
合、特色保护等不同类型的 6个村分别
进行综合实验和单项实验。其中，呈贡区
万溪冲村推进“万溪有礼，梨园小镇”建
设；晋宁区晋城镇福安村推进“古滇新
韵，福安古村”建设；安宁市县街街道雁
塔村推进“花巷之村，浪漫雁塔”建设；宜
良县九乡乡麦地冲村推进“归园田居，七
彩梦乡”建设；富民县永定街道石桥村推
进“九峰毓秀，石桥有梦”建设；石林彝族
自治县圭山镇雨美堵村推进“云上人家，
秘境彝青”建设，各具特色的现代版昆明

“富春山居图”雏形初现。

发展成效

昆明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稳步发展

产业联合体还致力于孵化五华“城
市新农人”创业项目，积极培育现代农业
种植养殖和经营能手、农业经理人等，全
力助推五华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为带
动集体经济发展添能增效。

为了给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注入金融
活水，昆明市着力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在
中央、省级财政资金扶持的基础上，市级
财政每年预算不少于1500万元，设立专
项扶持资金，给予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
金保障。2019年到 2022年，昆明市将大
力开展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每
个项目安排资金50万元。

据统计，自 2016年以来，全市共投
入开展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
金 25302.73万元，其中：中央及省级财
政资金 20957.73 万元，市级财政安排
4245 万元，县级财政安排 100 万元。
2019年以来，全市共争取各级资金 1.05
亿元，实施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项目 210个。
截至 2020年 7月底，2019年实施的

100个项目累计收益 414.22万元；今年
实施的 110个项目完工 14个，其中 3个
项目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率先逆市
复工达产实现项目收益18万元。

接下来，昆明将进一步加大政策
保障扶持力度。在压实市县乡村四级
党组织责任上再发力，积极整合各类
惠农支农资金，把扶持重点从基础设
施建设转到集体经济增收上来，加强
各类帮扶和扶持资金的统筹使用。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村集体经济组
织承接高效设施农业、土地整理、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农业资源开发、扶贫开
发等项目，支持村集体发展经济。同
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建立健全
村集体经济发展系列制度，持续加大
政策保障，努力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
开启强村富民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