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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甘堰土家族乡：“联村共建”绘就乡村振兴共富新图景 
 

全媒体记者  曾甲长  符慧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以破局之势，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实

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面对村级集体经济底子薄、发展资金匮乏、专业人才短缺等发展瓶颈，

该乡积极探索“联村共建”模式，通过强村带动、产业抱团、成果共享，成功激活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活力，走出了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共富之路。2024年，全乡 20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410

万元，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 10万元以上，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 

    示范引领：上马墩村的蝶变之路 

    初夏时节，走进甘堰土家族乡上马墩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金黄的油菜迎来收割季，

育苗棚内嫩绿的秧苗生机盎然，勾勒出一幅丰收在望的乡村美景图。作为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典型代表，上马墩村的蜕变历程极具示范意义。 

    村党支部书记赵建军介绍，2021年，上马墩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对全村 95%的土地进行集中流

转，整合土地资源用于发展集体经济。通过因地制宜布局产业，村里大力发展水稻、油菜、烤烟

等农作物种植。2024年，该村种植水稻 800亩、烤烟 300亩、油菜 400余亩，凭借规模化、集约

化种植，村集体总收入达到 143万元。为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村里还谋划了粮食和农作物

深加工项目，计划将油菜榨油、水稻加工成大米，延伸产业链条，增强产业竞争力。 

    上马墩村总面积 5354亩，其中耕地面积 1312亩，辖 10个村民小组，共 304户 1023人。自

2019年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21年至 2023年，该村连续被评为县级

村集体经济发展先进单位，2023年更是荣获市级村集体经济发展先进单位称号。如今，村里流转

土地面积已达 1300余亩，并配套建设了粮食烘干加工一条龙服务设施，购置了耕田机、插秧机、

植保无人机等一系列现代化机械设备，为产业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村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的“钱袋子”，更让村民共享到了发展红利。2024

年，村民获得田地租金分红 20 万元、务工工资 37 万余元，同时，村集体经济创造了 40 多个就

业岗位，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村里成立经济合作社后，荒田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

我们不仅有了土地租金收入，还能在家门口打工赚钱，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越过越

有盼头!”村民赵国平的话语，道出了众多村民的心声。 

    多维发力：甘堰乡的发展“组合拳” 

    上马墩村的成功，并非个例，而是甘堰土家族乡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生动缩影。为破

解发展难题，实现全乡集体经济整体跃升，甘堰土家族乡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拳”。 

    在组织保障方面，甘堰土家族乡严格落实乡、村两级党组织书记抓乡村振兴主体责任，构建

严密领导体系。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财政所、自然资源所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在资产管理、资金

扶持、用地保障等方面精准发力。同时，加大后备力量培育，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打造高

素质基层干部队伍。 

    为强化精准帮扶，该乡实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包村联系制度，创新帮扶方式。依托“四培四

带”机制，通过田间课堂、专题授课等多样化培训，累计培训村干部 2000 余人次，培养后备人

才 46名、致富带头人 31名，为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在制度建设上，甘堰土家族乡严格落实奖惩制度，选树先进典型，激发干部干事热情。针对

不同需求开展专题培训，2024年组织 4次财务管理培训和 40次实地指导，打造懂管理的农村“当

家人”队伍。同时，搭建线上线下监督平台，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确保村集体“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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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行。 

    创新模式：产业发展的“甘堰实践” 

    在产业发展上，甘堰土家族乡以“联村共建”为核心，创新发展模式，实现资源整合、优势

互补，推动全乡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党委、政府坚持“整乡推进、联片发展”的总体思路，按照“串珠成线，集中连片”的布

局，推动集体产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一方面巩固水稻、油菜、玉米三大万亩

支柱农业，打造粮油高产示范片；另一方面发展中药材、烤烟等特色产业，培育红岩岭户外拓展

等旅游新业态。通过川石溪、古洞溪、宜冲桥溪三片联村共建，推动强村弱村优势互补。 

    该乡成立联合社促进资源流通与产业融合，推行“联合社+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协同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在上马墩等村建立农产品社会化服务中心，构建种植、收割、加

工全产业链；加强“甘堰大米”等公用品牌建设，开展绿色认证，并借助川石网上集市直播平台，

实现线下展示、线上销售融合。此外，通过“三资”清查盘活闲置资产，利用“村集体+合作社+

经营者开发”模式流转土地 18700余亩；坚持“一村一策”，创新“1+N”运作模式，打造多个集

体经济示范村。 

    展望未来：共绘乡村振兴新蓝图 

    “目前，我们每个村都有了自己实实在在的集体经济产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甘堰土

家族乡党委书记杨春雄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发展基础和自然条件，在巩固传统产业

的同时，着力提升产业质量和利润。通过精细化管理压缩成本，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集约化

发展。对于基础条件较好的村，鼓励探索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积极培育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

各村将继续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稳步前行，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迈向共同富裕，全

力打造美丽宜居的新乡村。” 

    从昔日的发展困境到如今的蓬勃发展，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通过“联村共建”模式，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