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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青镇甜河村北依万亩茶山、南
临甜水河，自然环境优越。试点开展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土地后，该村
通过实施“堡垒”工程和“头雁”工程，
选优配强党组织班子。村党支部书记
勇挑重担，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并担
任合作社董事长，形成了“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的管理模式。通过加强村
干部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党支
部在发展集体经济中的核心和引导
作用日益凸显，为合作社的稳健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我们完善‘村集体+合作社+农
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村里农户通过
土地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实现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合作社实行‘保底收
益+盈余分红’模式，确保农户稳定

增收。”甜河村党支部书记宋瑞飞介
绍 ，“目 前 ，全 村 群 众 入 社 率 达 到
80%，形成了‘支部有劲头、村集体有
奔头、合作社有盼头、群众有甜头’的
良好局面。”
　　近年来，新区坚持发挥试点先行
优势，以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
验区为依托，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
功能和组织功能，健全党建引领自
治、法治、德治、数治的“四治融合”乡
村治理体系。创新打造了“一站式”矛
盾纠纷调解中心、乡村驿站、乡村议
事场等现代化村民自治场景，构建起

“自治夯基筑垒、法治定争止纷、德治
春风化雨、数治赋能善治”的乡村治
理 新 模 式 ，实 现 基 层 治 理 水 平 新
飞跃。

　　作为没有工业企业入驻的传统
农业村，之前，甜河村许多土地处于
半荒半种状态。面对土地撂荒、农业
生产效率低下的难题，甜河村党委创
新思路，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土地
托管服务。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
权、收益权和国家惠农政策享有权的
前提下，通过村民议事、集中宣传等
方式，成功实现了土地托管到村。
　　“合作社制定规范章程，成立管
理机构，统一服务内容，实行‘九统
一’管理，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和作物产量。我们实施小麦、玉米等
作物轮种，通过科学管理、统一服务，
实现了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双提
升。”合作社成员高赐玉介绍，今年夏
天村里小麦、玉米喜获丰收，实现了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西海岸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孙磊介绍，近年来，新区持续深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土地集体

所有，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通
过归并置换、减垄增田等方式进一
步推动土地整合，实行耕种管收全
程托管服务或“订单式”环节托管服
务，在破解耕地撂荒问题的同时，实
现耕地数量、质量双提升，有效推进
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探索出一条

“承包权不动、经营权连片”模式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托管相结合
的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的有效
路径。

　　今年，在海青镇政府及甜河村支
部的大力招引下，丰泽农业海青基地
正式落户甜河村后坡楼自然村。甜河
村与丰泽农业相互配合，以土地承包
和农机服务为核心业务，积极投身现
代化农业实践，夏季（下转第二版）

  西海岸新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土地和
招引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发展路径，提高土地经营效益，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土地“转”起来，乡村“活”起来

“头雁”领航聚合力
“四治融合”促共富

因地制宜谋发展
撂荒地变丰收田

流转土地促增收
乡村振兴添动能

　　□本报记者 王雪
　　本报通讯员 叶点 李思漩

　　“前些年，村里年轻人大部分都打工
去了，剩下的老人们忙活不过来，地都荒
了不少。”西海岸新区海青镇甜河村村民
祝德池略带遗憾地说，“后来，我们村试点
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土地，看着荒
了的地都开始返青了，别提多开心了。”
　　为了破解承包地细碎化问题，解决“谁
来种地”的“乡村之问”，近年来，西海岸新区
逐步探索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土地和
招引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发展路径，发展多种
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
水平。

“高校集聚地”蝶变“魅力大学城”
古镇口海洋科教创新区再迎近万名新生，目前师生规模突破6万人

◆提速城市更新建设，做优人才软环境 ◆打造开放创新生态，崛起人才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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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积极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土地托管服务，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