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于“精打细算”的财政人除了盘

活土地引入优质企业，也擅于赋能乡村

原有资产令其成倍增值，充实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

水库村位于双水镇西南约 12公里

处，地处偏僻山区，2020年集体经营收

入仅8.2万元。2021年，水库村行政村权

属的鱼塘承包合同到期，工作队调研后，

将鱼塘重新发包增值；位于水库村旧乡

府约 300平方米的旧房，经升级改造重

新规划成工业仓储或商业平台出租，再

次发包后，村集体每年可增加三四万元

收入。正是这些改造项目助力，水库村

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升至12.26万元。

沙蓢村的资产增值也在进行：村委

会旁边约 110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正在

改造，建成仓储厂房物业后将发包，预计

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0万-12万

元，实现村集体收入增长50%以上；原来

低效的山林重估按市场价值重新发包，

租金每年增加7.6万元。这些赋能增值

的项目让沙蓢村集体收入在 2021年达

到17.3万元，摘掉“经济薄弱村”的帽子。

富村富民之外，工作队始终将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列入头等大事。张长结

告诉记者，沙蓢村部分村内巷道存在断

头路，群众出行困难，有些村小组的人

想来村委会办事，要绕一大圈冤枉路。

更令她忧心的是，村里有不少就读于新

会二中的学生，上学放学只能“借道”交

通状况混乱的郊外马路往返家校。梁

海欣与村“两委”、村小组组长反复商

议，同时征求村民意见并多次走访调

研，充分利用拆旧复垦政策，村小组统

筹资金，同时争取到市财政局和镇政府

的资金政策支持，统筹到修路资金，在

第五村小组至沙蓢村党群服务中心之

间贯通了一条便民通道。

“以前觉得离村委会好远，现在感觉

很亲很近，办事方便多了！”第五村小组

的村民由衷道谢，他们称这是“连心路”。

“上学放学不用绕大圈，省下的时

间能多做几道题。”莘莘学子背着书包

跑过，他们说这是“求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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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工作队：

精打细算盘活资源 鼓起村集体的“钱袋子”
无人机“嗡嗡”轰鸣，在一

众村民的热情围观下腾空而
起，盘旋在百亩水田上匀速作
业。“早稻上个月已经丰收，这
是晚稻，长势很好。”张永发在
稻田旁遥控机器，这个自称

“新时代农民”的年轻人是江
门市双水镇文发农业种植场
负责人，从 2015 年小面积

“试水”规模化、集约化、机械
化农场生产至今，已在双水镇

“试”出总面积超过700亩的
种植基地，其中五号基地由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多方争取、
盘活土地，顺利落户沙蓢村，
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为农民减负增收，带动村级经
济持续发展。

90后的张永发，7年前机缘巧合下

参加了一场现代农业培训课后，毅然放

弃印刷厂的生意，转头回乡创办现代化

农场。“父辈们种田太辛苦，他们没机会

接触智慧农业，我该把学到的东西带回

去。”最初的“试验田”面积不大，效益平

平，从理论走向实操，张永发交了不少

“学费”，但也找到农场集约化、规模化

生产难以推进的症结，“流转连片的土

地很难，很幸运的是赶上了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得到了各级政府尤其是工作

队的大力支持。”

驻双水镇工作队队长梁海欣来自

江门市财政局，是沙蓢村第一书记。她

告诉记者，沙蓢村集体经济缺少产业支

撑，农村经济缺乏活力。为此，她与前

任书记都在通过争取多方资源支持，为

沙蓢村引入优质企业。文发农业种植

场从2017年开始承担了省、市、区优质

丝苗米新品种新技术展示、袁隆平团

队超级杂交稻品种高产栽培技术示

范，是一家育、繁、推、加工一体化的江

门市家庭示范性农场，也是“一村一

品”项目实施单位及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水稻研究所科技合作基地，先天条

件无可挑剔。

与梁海欣搭档的沙蓢村党支部书

记张长结也是一位女干部，两人在集约

土地的过程中一家一户去宣讲政策，费

尽口舌跑细了小腿，为文发农业种植场

流转到近百亩土地，五号基地得以入驻

沙蓢，在农场就业的村民、出租土地的

农户和村集体都获得了预期收益。

今年，雄心勃勃的张永发在工作队

的支持下，再次盘活沙蓢农村闲置土地

资源建设烘谷加工线，依托省、市、区技

术支撑单位科研力量，发掘沙蓢村土壤

富硒特色优势，推广新品种富硒水稻种

植，全面实施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

的推广应用。

张永发说，他心目中的智慧农场，

是“新农人”穿着西装操控机器，“完全

由机器下田，农民再不用‘一身汗一脚

泥’蹚在水田里干活。这是几年内的短

期目标，一定能在双水镇实现。”

改造出租屋
群众安居集体增收

吴女士在沙蓢村附近的工厂务工，

和家人租住在村委会后边的出租屋里，

目睹沙蓢村今年的变化，她直呼“翻天

覆地”。“大广场、小公园都有，泥巴路变

成水泥路，还有我这租屋，以前黑黢黢

的，没有独立卫生间，特别不方便。”她

系着围裙在灶台边准备午饭，女儿依依

坐在书桌前复习。正午的阳光透过玻

璃窗照进整洁的客厅，温暖又光亮，“租

金是提高了，但现在的环境，值得！”吴

女士笑道。

沙蓢外来工住宅区的改造始于

2020年，将原来破旧的砖房改建成21间

配套厨卫的套房，2021年投入使用，沙

蓢村的村集体收入每年因此增加 8 万

元，是2019年村集体经营性总数之和。

沙蓢村的增收机制还有创新之

举。针对村级自然资源欠缺的弱点，工

作队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通过制定一系列沙蓢村村集体土地联

营收益分成计划实现村集体增收。采

用“科研+公司+村经联社+村民入股”

运行办法，组织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

集体经济，按每亩每年 500元的保底收

益标准，集体统筹运营，实现共同致富。

此外，工作队持续加大村组合作，

统筹和盘活村组两级资源。通过统筹

鱼塘、闲置土地等资源，联营共利，收益

按村委和村小组占比分成进行入股经

营，签订经济合同增量收益按比例提留

给行政村。统筹和盘活村、组两级资产

资源，加强村村合作、村组合作、村企合

作，联手共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带

动村级经济持续发展。

推动集约土地，助力智慧农场

促进资产增值，充实村集体收入

■无人机作业完毕，张永发遥控它缓缓降落。

■文发农业的连片稻田已实现机械化生产。

■沙蓢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景色优美，色彩

斑斓。

■驻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工作队合影。 ■吴女士为依依支好书桌，然后去准备午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