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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乡村 ： 以农民为主体 ， 以集体为龙头


贵 州 大 坝村发展集体经 济 的 案例
＞

文 ＿ 严海蓉
＊

内容提要 ： 产 融协 同发展的道路为 国 内 外不 少 大企业所应 用
， 同 时存在各种不 同

的模式 ， 本文研究 了 国 内 外不 同 企业 的 不 同 模式 ， 介绍 了 中信集 团在 实践 中如何正确

选择产 融结合的发展模式 ， 同 时关注产融协 同 国 有企业在 国 企改革 中 的作 用 。

关键词 ： 产 融协 同 实业与金融 国 企改革 综合经营

通常我们听到的说法是
“

以企业为龙头
”

， 但是

我今天想讲的是
“

以集体为龙头
”

， 讲的是贵州大坝

村的案例 。 我 曾经以
一

个东北调研的案例提出这样
一

个问题 ： 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组织农村 ， 还是资本组

织农村 ？ 那个调研案例令人感到压抑 。 而贵州大坝村

的案例则让人振奋 。 这两个案例都是近 ５ 年来的事情 ’

恰恰说明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矛盾 。

贵州大坝村的 ５ 年巨变

照片中的这种土房在 ２０００ 年前的大坝村是常见的

（ 图 １） ， 而现在的大坝村已经彻底改变了 （ 图 ２ ） 。

大坝村这个案例的意义在哪里 ？ 简洁地说就是集

体成为龙头 ， 农民成为主体 ， 乡村振兴有望 。 ５ 年前 ，

大坝村是贵州二级贫困村 ， 和许多村庄
一样 ， 大多数

村民的生计来 自微薄的小农农业和背井离 乡 的外出 务

工。 ５ 年来 ， 依靠集体为龙头 ， 大坝村发生了令人惊叹

的翻身巨变 ， 同时实现了如下 目标 。

第
一

， 大烦村实现了脱贫 ， 贫困村庄 、 贫困农民

如何实现脱贫 ，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
一些很好的经验 。

第二 ， 以农民为主体再造
“

金山银山
”

， 因地制宜 ，

种植改良后的当地野生刺梨 。

第三 ， 大坝村实现了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历程 ，

实践了全村 、 全民所有的生态农业 ， 所有农户受惠 。

第四 ， 大坝村以生态农业为基础 ， 摸索
“

三产融

合
”

， 在果树种植的基础上开发果品加工 、 建设酒厂 ；

而它的绿水青山 则吸引 了四 川 等地的度假客 ， 带动 了

当地的民宿和餐饮行业 ， 因而
一

、
二

、 三产业相互辅助 。

这
一

切变化的物质基础是生态农业和生态环境的

保护 ， 也就是保护金山银山 ， 振兴乡 村有望 ； 它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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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说这些是大坝村 ５ 年前常见的房屋 （作者摄于 ２０ １ ７ 年 ８ 月 ） 大坝村现在的村貌 （作者摄于 ２０ １ ７ 年 ８ 月 ）

织基础是大坝村基层党组织发挥 了必不可少的带头和

统筹的作用 ； 群众基础则是大坝村村民大会的支持 。

大坝村如何实现
“

乡村振兴
”

大坝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 ， 是省级贫困村 ， 距离

塘约村大约有
一个小时的车程 。 ２０００ 年的时候 ， 大坝

村人均收入都不到 １ ０００ 元 ， 大部分村民住的是泥巴垒

的土坯房 ， 好
一

点的屋顶是石板 ， 差一点的上面只是

茅草 。 ２０００ 年 ， 大坝村开始有村民外出打工 ，
２０ １ ０ 年

左右达到高潮 ， 最多的 时候全村三分之一的劳动 力都

在外边打工。 这样的情况在贵州乃至全国的 中西部都

比较普遍 。 塘约村在合作化 、 集体化之前是
“

空壳村
”

，

村民几乎都外出打工 ，

“

塘约道路
”

开始后 ， 这个情

况才有了很大的改变 ＝ 同样 ， 合作化后的大坝村 ， 全

村 １ ５４２ 人中外出打工的减少到 １ ６０ 多人 。

大坝村如何实现 乡村振兴呢 ？ 我简要介绍一下它

振兴的过程和要素 。 １ ９９６ 年以前 ， 大坝村的村民主要

种植玉米和水稻 。 １９％ 年开始 ， 大坝村也探索过
一些

“

脱贫致富
”

的项 目 ， 镇政府也推动过
一

些项 目 ， 比

如 １９９６ 年镇政府推动种烟草项 目 ’ 村民们冬季种油菜 、

夏季种烟草 ， 可是因为土地少 ， 烟草多年来种植没有

轮作 ， 作物多病 ， 收入逐年降低 。 １ ９９８ 年村民也尝试

种竹笙 ， 但种植多了价格反而低了 ； 后来还尝试过养牛 、

养猪 、 绿化苗等项 目 ， 也是地方政府推动的 ， 却都遭

遇亏损 ， 没能持久 。 这也是我们在了解农村发展过程

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

２０ １ ２ 年大坝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起步 ， 在村委会

组织下 ， 大坝村成立了合作社 。 与
一些少数人参与的

合作社不同 ， 大坝村的合作社以全村村民为主体 。 全

村 （ 当时共有 ３ 个村民小组 ） １ ５８ 户 中的 １ ２０ 户都入了

社 。 ２０ １ ３ 年并村后 ， 合作社也力争全覆盖 。

起步的契机发生在 ２００８ 年 ， 当时
一个本地的果树

品种被大坝村的陈大兴书记看 中 了 。 大兴书记虽然话

不多 ， 但是他喜欢琢磨苗木 ， 所以他种什么什么活 。

２００８ 年大兴书记开始试种金刺梨 ， 这是将本地山上的

野生金刺梨移植下山后进行人工栽培的 品种 。 他带头

尝试种植了２０ 亩金刺梨 ，
２０ １ １ 年开始挂果。

一亩地种

了７４ 株 ， 每
一

株能产三四十斤 ，
２０ 亩地的金刺梨果就

卖了几十万块钱 。

然而此前经历
一

次又
一次

“

脱贫致富
”

的挫折 ，

老百姓对于金刺梨的推广仍然持观望的态度 。 大兴书

记首先尝试初见成果后 ， 就开始在村委会里进行扩大

试点 ， 发动了 〗 ２ 个党员 ， 把当地林场 ４００ 多亩烧荒的

林地承包下来 ， 种植金刺梨 。 与此同时经过推广会宣

传 ， 金刺梨的收购商们纷纷主动上门收购金刺梨 农

民看在眼里 ， 心动了 。 这时候村委看到时机已经成熟 ，

于是在大坝村全面推广 ， 召开村民大会 ， 筹办合作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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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村金刺梨生产基地

在这期间 ， 陈大兴书记慷慨地拿出 自 己卖苗木所得的

一笔钱借给合作社作为启动资金 。

合作社在 ２０ １２ 年 ３ 月份成立 ， 成立的时候合作社

就要面对土地怎么流转的Ｍ题。 土地流转谁来做比较

好呢 ？ 他们很有智慧地在 ３ 个村民小组中各选了
一

名

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主持流转的工作 ， 跟大家充分讨论 ，

开了
一个星期的会 ， 每天提方案 ， 不对就重新讨论 。

土地经过丈量之后就流转到了合作社 ， 由合作社统
一

进行管理经营 。 ２０ １２ 年全村 １ ２０ 户入社 ，
入社土地达

２３００ 亩 。 ２０ １ ３ 年以后 ， 另有 ３ 个村民小组并入大坝村 。

果树挂果后销售收入分配的模式是 ：
５０％ 分给农户 ，

３５％ 用于支付购买原料和人工费等开销 ，
１ ５％ 为合作

社的公积金 ， 用 以发展村集体经济 。 部分农户负责为

合作社管理金刺梨 ， 他们除了５０％ 的分红收益之外 ，

还可以获得每株 １ ２ 元的管理费 。 我们 ２０ １ ７ 年夏天调

研时 ， 全村大部分土地已经入社 。

很快 ， 金刺梨种植规模扩大了 ， 市场价格出现下跌 ，

销路出现了 问题 。 ２０ １ ５ 年大坝村决定 自 建酒厂 ， 加工

金刺梨 ， 延伸到第二产业。 合作社 自 筹资金 ， 村民 出

力 ， 把
一个老旧 的烤烟房改造成小酒厂 。 ２０ １ ７ 年 ， 合

作社又贷款 ９６００ 多万元新建了
一个酒厂 ， 预计新酒厂

能消化大坝村所有的金刺梨 ， 甚至还需要在周边收购 ，

而且还将解决本村 ２００ 多人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

大坝村的第三产业也是依靠集体做龙头 。 ２０ １ ２ 年

在筹建合作社的 同时 ， 村委已经在考虑筹划建设新小

区 ， 改善住房条件 。 ２０ １ ３ 年 由村委主持 ， 全村宅基地

全部流转到合作社 ， 统
一

筹划 ， 并按照 ３ 万元 ／ 亩的标

准补偿给村民 ， 并利用政府
“

美丽乡村
”

项 目 和危房

改造项 目 的契机 ， 启动了新房建设 。 房子的设计是村

委集思广益 ， 发动大家给最美的房屋拍照 ， 再找设计

院设计 ， 并根据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

２０ １ ７ 年暑期我们调研的时候 ， 大坝村已经完成了

三期 ８ １ 座小区房的建设 ， 第四期的 ２０ 座正在建设中 ，

造价每座在 ３２ 万元左右 。 工程由
一

家四川公司承建 ，

村委要求公司优先聘用本地村民 。 建房的总体规划保

留了原村民小组集中届住的格局 。 新房建好后在小组

内抽签 ， 村民抽到哪栋就住哪栋 。 现在全村有民宿接

待能力的住房有 ８０ 多栋 ， 还有大约 １ １ 家开农家乐 （ 餐

饮 ） 。 这里夏天比较凉爽 ， 很多来 自 四 川 的游客都选

择到贵州避暑度假 。 大坝村还有个村民小组是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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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方式来接待游客 ， 提供餐饮服务 。

大坝村的小区房不是一个形象工程 ， 基本上不依

靠政府的投入 ， 而是农民 自 己筹款 、 贷款 。 贷款 由村

合作社提供担保 ， 因 为大坝有了集体经济 ， 农户都有

自 己 的金刺梨果园 ， 依靠金刺梨的收入 ， 农民能够在

几年之内还清贷款 。

大坝村的实践经验

大坝村的探索产生了这样几条经验 。

一是找到了本地化经济发展的路子 。 金刺梨因为

本是当地的野生果树 ， 所以非常接地气 。 旱不怕 ， 涝

不怕 ，
跟一般的刺梨品种相比还不怕虫 。 据估计 ，

一

批果树可以保持产出 ３０ 年 ， 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 。

二是村干部试错在前 、 勇于承担风险 。 在市场条

件下 ， 重新合作化的起步首先面临资金和市场风险的

问题 。 与塘约相似 ， 大坝村的书记和村干部们担起了

带头承担风险的重任 。

三是走生态化道路 ， 坚持生态化种植 。 大坝村的

果树种植完全不打药 ， 靠人工来除草 ， 肥料稍微用
一

些 ，

基本上是生态的方式开展生产 。

四是以农民为主体 ， 注重公平 。 我们在调研过程

中发现 ， 大坝村在如何安排合作社果树的管理上有很

多大胆的尝试 ， 其 中有
一些教 训 ， 但是也积累 了很多

经验 。 当大家把 自 家的果树都放进合作社统
一管理的

时候 ， 如何保证效益和公平的 问题 ？ 谁来负责管理 ？

刚开始是每家都出
一个人管理 ， 到合作社上班 ， 每个

人工资 ２４００ 元 ／ 月 。 后来又改变了方式 ， 不断地尝试

和探索 。

大坝村给我们的启示是 ： 在今天的 中 国 ， 新集体

经济仍然有生机 。 此前大家听刘庄 、 南街村这些集体

村庄的故事 ， 往往觉得它们虽然有优越性 ， 但是今天

的条件 已然不同 ， 它们的经验不可复制 。 但是大坝村

的合作化 、 集体化是近 ５ 年来出现的 ， 可供学习和借鉴 。

大坝村没有完全依赖政府的扶持 ， 它有 －个很好的基

层团队 ， 是
一

个具有内 生性的合作化村庄 ， 是新集体

经济的
一

个案例 。

要两条腿走路 ： 理论梳理与实践倡导

我认为需要有
一

个平台 ， 把像大坝村这样的案例

总结出来 ， 推广出去 。

“

乡村振兴
”

以 谁为主体 、 以

什么为龙头 ？ 可参考的案例在哪里 ？ 我们需要更多案

例 ， 需要各种各样激活农村内生振兴能力的案例 。 理

论梳理是
一个方面 ， 实践的倡导是另

一

面 ， 需要两条

腿走路 。

今天讲
“

乡村振兴
”

很有必要。 为什么呢 ？
－

是

因为需要对
“

三农
”

已经出现的Ｍ题和瓶颈进行反思 。

“

乡村振兴
”

就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目标、 。

二是因为长期以来 ， 主流平台
一

提到农村现代化 ，

常常把西方作为 中 国的参照 、 方向 、 榜样 。 但是美式

或者西式的完全市场化 、 规模化 、 私有化的农业经营

模式 ， 私人农场经营者尽管有政府的高额补贴 ， 同样

面临着个人难以控制的风险 。 英国 《卫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发表了
一

篇文章 ，

一项调査研究的数据显示 ，

美国农民 自 杀频发 已经使得农业成为美国 自 杀率最高

的
一个行业 。 美国 农民基本都是农场主 ， 尽管美国政

府提供补贴 ， 但农民的 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 文章还提到 ，

调查数据显示 ， 法国每隔
？天就有一个农民 自 杀 ， 澳

大利亚是每隔 ４ 天有
一个农民 自 杀 ， 英国每

一

周都有

一

个农民 自 杀 。 可见 ， 西方农业的发展模式并非宣传

得那么风光 ， 风险很大 ， 前途也不光明 。 在农村振兴

的道路上 ， 我们需要放弃幻想 ， 需要参照 中 国 自 己的

历史资源和实践经验。 因此 ， 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探索 、

推广都很重要 。 ？

（ 编辑 杨利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