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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吉林市桦甸市辖区
内共有9个乡镇、1个辖村街
道、156 个行政村，农村人口
20.5万，主要从事玉米种植、大
豆种植、黄牛养殖等传统种养
殖项目。2020年，全市共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项目582个，总
收入仅有1721万元，其中5万
元以下村9个、5万元—10万
元村110个、10万元—30万元
村29个、30万元以上村8个，
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主要以集体
资产资源发包租赁为主，整体
发展水平偏低，发展动力不足，
发展渠道不宽，可持续、有稳定
收益的经营性项目相对较少。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
下，如何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在
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推动
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成为
桦甸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首
要任务。为此，桦甸市开展村
级集体经济“1365”倍增专项
行动，明确到2022年底，全面
消除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
下村，力争村集体总收入比
2020年提升一倍。

实施倍增专项行动实施倍增专项行动
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不折不扣地坚决完成省
委、市委下达的目标任务。近
年来，省委、市委相继召开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吉林
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现场
会等重要会议，就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和发展村集体经济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实施村级集体
经济“1365”倍增专项行动计
划，是对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的
贯彻落实，桦甸市通过实地调
研、反复论证，立足实际、找准
定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
署上来。

破解集体经济发展瓶颈，
实现提质增效。村级集体经济

“1365”倍增专项行动计划坚
持问题导向，着眼于解决“不会
选、选不准”“起步难、壮大难”

“干与不干一个样”等突出问
题，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推动集体经济组织体系不断健
全、发展动能持续有力、服务成
员和联农带农能力不断提升。

实现“五双提升”目标、“六

新突破”任务，推动桦甸高质量
发展。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
础。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
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乡村
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桦甸市
实施集体经济“1365”倍增专
项行动计划，推动了强村兴业
与富民增收同步、产业发展与
人才建设同步，为桦甸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围绕实现倍增目标围绕实现倍增目标
全力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全力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抓统筹、明路径，建强组织
全力推进。桦甸市牢固树立市
委抓集体经济导向，成立党政
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领导小组，下设
产业发展、政策保障、资金监管
3个项目组，抽调熟悉农业农
村工作的1名副市级领导和2
名乡科级领导组成工作专班集
中办公，专职推进各项任务落
实 。 制 发《村 级 集 体 经 济

“1365”倍增专项行动计划》
《扶持政策汇编》《村党组织领
办合作社运行管理办法》《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百村万
头”肉牛扩群增量工作方案》
等 21个系列文件，指导乡村
两级千方百计壮大总量、提升
质量、增加收益；组建市乡两
级专家团队，逐个项目进行专
业性论证，形成一乡（镇）一村
一策，组织开展合作社领办、金
融服务等专题培训，惠及1.7万
人次，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抓包联、优服务，压实责任
联动发力。实施体系推动、载
体驱动、素质拉动、典型带动

“四动战略”推进“五星级”乡村
党组织创建，落实“五位一体”
包保责任，26名市级领导包保
遍访“二星村”和软弱涣散村，
71个部门全覆盖包联156个
村，86家非公企业参与结对帮
扶，形成每个乡镇至少有1名
市级领导包联及每个村至少有
1个市直部门、1名乡镇领导班
子成员、1名乡镇包村干部和1
个域内企业包保的“五位一体”
包保责任体系，明确各包保责
任人每月至少2次入村帮扶，
在人财物等资源上提供全力支
持。将每年9月定为“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集中走访和消费帮

扶月”，明确各责任主体帮扶责
任，与村“两委”班子共同研究
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建立
常态化消费帮扶机制，采取“以
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有
效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60
余万元。

抓关键、解难题，打通堵
点畅通循环。在全省率先实
施金融服务促乡村振兴试点
工作，解决村级集体经济资金
短缺难题，重点结合肉牛产业
发展，与农业银行签订1亿元
黄牛养殖贴息贷款，其中为
养殖大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提供200万元贴息贷款；建立
由金融办、银行、保险、农担
公司共抓养牛贷款的政银保
担联动机制，探索三年期基
础肉牛贷款“按年还息”、到期
一次性还本的金融政策，解决
养殖贷款周期不足、利率高、
无抵押物贷款难的问题；对全
市村级集体经济“百日攻坚”
行动和“百村万头”扩群增量
工程开展专项督导调研，切实
加强对肉牛产业的发展指
导。整合中央和省级集体经
济扶持资金550万元、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 1218 万元，投入
到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助推产
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梳理专
项债券项目支持、政策投资小
型项目承揽支持等“十二项”
扶持政策，全力推动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各项工作落实落
地。全覆盖式开展农村集体

“三资”领域专项巡察，切实推
动农村集体“三资”领域清查
工作取得实效。

抓项目、强支撑，扎实根基
提振动能。因地制宜推行资产
盘活、旅游拉动、生产服务等

“十种模式”，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项目577个。围绕国家加快
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延长高速
公路建设等中心任务，发展光
伏发电、家庭农场、工程承包等
项目31个。全面启动“百村万
头”扩群增量工程，选择100个
村，整合利用村集体经济发展
资金、乡村振兴资金领办创办
专业合作社，每村带动养殖户
新增100头基础肉牛，全市实
现基础肉牛净增加 1万头存
栏。积极对接域内吉元土特
产、田谷有机酸菜等涉农企业，
采取“企业+村集体+农户”模

式，大力发展食用菌、中草药等
特色产业项目81个。大力推
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截至目
前，已经打造完成金沙镇全民
村绿生园蔬菜种植、红石镇八
家子村旺丰果树种植等92个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总
行政村数的58.9%，入社群众
均达到10%以上。

抓考评、比成效，增强干劲
激发活力。创新建立村级集体
收入、领办合作社等“八个赛
场”及9个乡镇和1个涉农街
道“十条赛道”的“赛马”赶超机
制，通过年初定目标、逐月晒成
绩、年末挂大榜的方式，形成你
追我赶竞赛氛围。将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纳入党组织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要
内容，进一步提升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质效在部门（单位）包保
帮扶成效考评和党委政府乡村
振兴实绩考核中的比重，作为
评定考核等次的重要指标。树
立鲜明导向，对重视程度高、实
绩突出的干部，在表彰奖励、提
拔使用等方面优先考虑；对思
想认识不到位、工作整改效果
不佳的干部，采取诫勉谈话、通
报批评、职务调整等方式进行
问责。建立资金定期审计监督
机制，对村级集体经济扶持资
金情况每季度审计一次，确保
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效益发挥
最大。

通过深入实施村级集体
经济“1365”倍增专项行动，截
至 2022 年底，桦甸市全面消
除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下
村，村集体总收入比 2020年
提升一倍。

多措并举上下联动多措并举上下联动
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三级联动是关键。桦甸市始终
牢固树立市委抓集体经济导
向，在市、乡两级成立领导小组
及工作专班，市级领导全覆盖

包保乡镇和重点村，71个部
门、86家企业参与结对帮扶，
起到了抓关键、指方向、强监督
的核心引领作用。实践证明，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仅仅
依靠村“两委”干部的能动作用
是不够的，只有市、乡、村三级
联动、齐抓共管，才能推动村级
集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整合资源是基础。桦甸市在抓
村级集体经济工作中全面加强
党的领导、全过程体现党的领
导，通过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办法、优化村级集体经济政
策扶持办法、健全村级集体经
济帮扶办法、建立村级集体经
济管理办法、健全村级集体经
济考评办法，强化政策共享对
接，解决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资源短缺难题。实践证明，发
展集体经济，必须深挖潜力、整
合资源、借力领跑，最大限度打
通堵点、畅通循环，积极扶持村
集体扩源增收。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优化产业是抓手。桦甸市通过
夯实乡村基础产业、发展壮大
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探索推行“十种模
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全面启
动“百村万头”扩群增量工程，
因地制宜打好集体经济发展

“组合拳”。实践证明，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坚定不移实施项目
攻坚，在促进产业发展中增加
集体经济收入。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健全机制是根本。桦甸市创新
建立“八个赛场”及“十条赛道”
的“赛马”赶超机制，将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纳入党组织书
记述职评议考核重要内容，并
作为评定考核等次的重要指
标。实践证明，要注重发挥考
核“指挥棒”作用，用好正向激
励和反面奖惩，逐步形成推动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机制。

桦甸市村级集体经济桦甸市村级集体经济““13651365””倍增专项行动倍增专项行动：：
以1个倍增目标为引领，定方向、定目标、定策略，确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总

体思路；以3类产业为支撑，按照历史、现实、长远时间轴，确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基础产业、特色产业、战略产业；以6大办法为保障，即通过创新富民增收办法、完善
发展办法、优化政策扶持办法、健全帮扶办法、建立管理办法、健全考评办法，为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路径指引和政策支撑；以5项机制推进，即通过完善责任机制、建
立项目规划实施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机制、建立联动配合机制、构建考核机制，推进整
体目标实现，形成步步递进、层层夯实的行动体系。

桦甸市桦甸市：：
创新推进创新推进““13651365””计划计划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桦甸市桦郊乡友谊村实施“友谊花海”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扶
持村集体扩源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