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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江西黄溪村的实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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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任务，而明确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主体，找准关键切入点，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江西省黄溪村依托建设集体经

济组织和创新土 地 使 用 制 度，通 过“确 权 确 股 不 确 地”助 推 农 业 现 代 化，促 进 农 业 产 业 兴 旺; “人—

地—钱”挂钩推进农村现代化，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村事村议”提升社会治理成效，建设文明乡风。

这些实践，在乡村振兴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深入剖析黄溪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村集体经济组

织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实施主体，坚持系统思维的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则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

键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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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首次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当前我国“三农”工作的

重心。而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找准关键切入点，则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转化是其最主要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近 40 年，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1］，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过往的“如何更快发

展”转变为“如何更好发展”，强调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应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而发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更多地

表现为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农村、农业和农民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冲击。截 至 2016 年，我 国 城 市 达 到 657 个，建 制 镇 20883 个，全 国 城 镇 化 率 已 经 达 到 了

57．4%。然而，全国每年却有 4 万个左右的村庄在消失，其中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正

72



以每天 1．6 个的速度 消 失［2］。根 据《中 国 统 计 年 鉴 ( 2016 ) 》，全 国 劳 动 力 农 业 就 业 人 口 数 从

2000 年的 36043 万人减少到 2015 年的 21919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约 940 万人。2016 年，全国

农民工总量达到 28171 万人，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选择外出务工，农民兼业成为一个较为普遍

的现象，不少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土地粗放经营甚至直接“撂荒”。2015 年农村地区 65 岁以上老

年人口所占比重为 11．52%［3］。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出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家

庭生计模式的形成也让老年农民成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关于农村人才流失、农地荒

芜、“道德沉沦”、环境破坏以及“秩序崩塌”等乡村“衰败”的现象更是常见报道［4－6］。“农村空

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成为了新时期的“新三农”问题，其本质就是工业化和城镇

化过程中工农失 衡 和 城 乡 失 衡［3］。“三 农”不 平 衡 不 充 分 发 展 已 成 为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短板。
乡村振兴既是对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续和升华，又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新发展、新部署与新战略。那么，谁来振

兴乡村? 是基层地方政府? 还是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可能还要葬于斯的广大农民? 党的十九大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决定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1］。显然农民才是振兴乡村的主人，但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性、综

合性工程，要求将“三农”各项具体工作协同推进，就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而作为单个行为

的农民难以胜任 ; 此外，基层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组织与协调能力，但由基层地方政府操办具体

事务，已在新农村建设中表现出诸多弊端［7－9］: “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常导致乡村的同质化发展

而成效不高，过分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乡村整体协调发展，支农惠农政策与地方实际要求结合

不紧而反哺农业策略失灵，村民形成对政府依赖的习惯而缺乏主人翁的创新精神，乡镇干部陷

入繁杂的具体事务而压力巨大。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基层地方

政府大包大揽现象。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也是农民最根本的生存资源，农村最宝贵的发展资本，在乡

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基础性的关键角色。而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一方面，农村大量建设用地

闲置、低效利用，造成巨大土地资产沉淀，难以实现其资源、资产和资本的权能 ; 另一方面，现代

农业需要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条件难以形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难以保障，土地征收、
土地拆迁等社会纠纷频繁发生，有学者甚至把土地制度作为制约新农村建设最关键的因素之

一［11－1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追求的是城乡融合发展，城市与乡村形成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增长

的共生共荣关系，而国家长期具有城镇倾向的土地政策是导致我国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间不协

调的重要原因之一［13］。因此，创新土地使用制度已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基础性课题。
我国实行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具有乡村自治发展的传统。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

体经济组织，理应成为土地使用制度创新的主体和组织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实践出真知，江

西省黄溪村充分发挥村集体的主体作用，以土地使用制度创新为抓手促进乡村振兴，取得了良

好效果。通过对黄溪村实践案例的深入剖析，论述如何发挥村集体的乡村振兴主体作用和推进

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可为我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提供参考。

二、江西黄溪村乡村振兴实践

( 一) 黄溪村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

黄溪村地处赣、湘、鄂三省交界的修水县马坳镇南部，三面环水，一面朝山，方圆 11．3 平方

千米，拥有耕地 88．4 公顷，林地 200 公顷。下辖 15 个村小组 ( 含 1 个移民小组 ) ，有村民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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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2008 年以前，黄溪村曾是一个有名的“上访村”“贫困村”，如今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秀

美乡村”，先后荣获“全国民主 法 治 示 范 村”“全 国 一 村 一 品 示 范 村”“江 西 省 美 丽 宜 居 村 庄”，

2016 年实现全村脱贫，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其实践具体为: “确权确股不确地”助推农业

现代化; “人—地—钱”挂钩推进农村现代化; “村事村议”提升社会治理成效，建设文明乡风。
1．“确权确股不确地”，助推农业现代化

2009 年多个土地整治项目在黄溪村实施，伴随田块平整和农田基础设施的配套，承包权的

调整不可避免。以此为契机，黄溪村提出“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实行“确权不确地、分红按人

头、补贴归原户、组级管理、村级整包”，即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确定耕地所有权，以户为单位，明

确各农户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份额 ( 即每户耕地承包面积 ) ，但不确定具体地块，承包权和经

营权分离，承包权归农户拥有，经营权则转化为股份，依据自愿、有偿原则，统一流转至村集体

( 村两委) ，村集体遵循优先本组村民、打破组界的原则，集中成片流转，规模经营 ; 流转费用由

村集体、村小组、承租者三方依耕地质量协商确定，由承租者付给村集体，再通过村集体支付给

村小组，年底以组为单位按人口进行股份分红。
“确权确股不确地”的做法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14］。一是确实落实了承包地“三权”分置

制度，加速了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现代农业生产主体直接与村集体商谈，签订

流转合同，确保稳定的流转期限，易形成规模经营，并激励企业增加投入。调研发现，江西欣宁

蚕种科技有限公司之所以愿意落户于区位优势并不好的黄溪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省去了与各

家各户耕地流转的谈判成本。二是凸显了土地村集体所有，有利于公益建设和土地管理。各项

建设不可避免要占用一 定 耕 地，若 与 各 家 各 户 协 商，是 个 繁 杂 的 工 作，还 可 能 遇 上 个 别“钉 子

户”。“确权确股不确地”，消除了与各家各户协商的环节，减少谈判成本，利于公益事业建设。
调查中，基层土地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告诉我们: “过去，个别农户对承包地存在私有的认识误区，

在自家承包地上违法建房和葬坟的现象屡禁不止。自推行‘确权确股不确地’后，黄溪村再也

没有出现违法 建 房 和 随 意 葬 坟 现 象，强 化 了 对 土 地 用 途 管 制，实 现 了 管 理 上 变‘被 动’为‘主

动’。”三是减少了分地成本。传统“确权确地”，追求绝对公平，工作量大，成本高，且易形成耕

地互相插花、破碎度加大，生产条件降低。“确权确股不确地”则省去了分户田块划分成本。
在“确权确股不确地”的基础上，黄溪村通过完善生产体系和推行高效农业，共同推进农业

现代化。一方面，优化生产环节抓效益。以蚕桑业为例，一是与江西省蚕桑茶叶研究所合作，把

黄溪建成全省制种基地，目前黄溪蚕种产量占全省 60%以上 ; 二是引进了优良桑树品种，推广了

高产栽培技术，使桑叶产量提高了近 50% ; 三是改进了产业经营模式，推行“集中养殖低龄蚕，

分户养殖高龄蚕”，解决了低龄蚕技术条件高、易死亡的问题，降低了农户养殖风险 ; 四是与苏州

丝绸厂直接建立原料供应关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通过严格化肥农药使用，

控产量、保品质，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人—地—钱”挂钩，推进农村现代化

黄溪村把人口迁移、建设用地指标和政策资金整合在一起。充分利用国家移民、“增减挂

钩”项目试点等政策，通过“人—地—钱”挂钩，促进要素的同步聚集，实现了农村现代化 : 一是

科学编制村庄规划，推行迁村并点、整村搬迁，打造新型农村社区，实现人口集中 ; 二是把移民建

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返回用地指标集中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 三是把移民搬迁资金、农

民拆旧补助资金、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等统筹在一起，解决农民建房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

金问题。
黄溪村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紧紧抓住“就业、就学、就医”核心工作。就业上，通过改善农

田生产条件，农民要么骑摩托车种自家的地，要么到企业当农业工人。同时人口聚集催生了超

市、早餐店、茶楼、饭店、建材店等第三产业。2008 年以前，全村青壮劳力基本上外出谋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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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有 600 多人在外，目前不到 200 人。就学上，以留住优秀教师为抓手确保教学质量，为每位

老师提供住房，并设立教师学业奖进行奖励 ; 为解决生活之忧，还聘请烧饭师傅。就医上，成立

了村医务室，长年有 4 位医生坐诊，实现了村民小病不出村。
3．“村事村议”提升社会治理成效，建设文明乡风

黄溪村发展转折点是 2008 年新村委班子的成立。新村委提出“农业产业化、土地园林化、
耕作机械化、住房城镇化、农民工人化”的“五化”发展目标，坚持“家家有资产、户户有股份、人

人有就业、年年有分红”的“四有”发展理念，并实实在在地付之于行动。同时坚持“依法建制、
以制治村、民主管理”社会治理工作原则。推行“四议四公开”工作法，即重大事务一律采取“党

组织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 议—村 民 代 表 大 会 或 村 民 大 会 决 议”模 式，做 到“决 议 公

开、村务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开”。每 10 户选举一个代表，实行“村民代表大会议

事、支部决策、村委会执行”自治机制。这些年来，在中心村建设、流转土地、修路架桥等各项事

务中，采取“一事一议”筹资 200 多万元，筹工筹劳 1 万多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村独创了

“三角章”财务监督审核制度，即将一个公章平均分为三份，分别由该村三个片区的村民推举一

位为人正道、做事公正的代表掌管，只有在三个代表均对某财务决议无异议时，一起盖章才通过

财务审核，此举切实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大大提高了广大村民参政议政积极性。
( 二) 黄溪村乡村振兴的成效

黄溪村振兴发展的成效是全方面的。不仅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村人均收

入由 2008 年的 1300 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8400 元 ; 由 2008 年负债 200 多万元、村干部连续 5 年

拿不到工资，发展到现在集体资产超过 2000 万元。而且村民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精神生活水平同样明显提高。
1． 农业产业兴旺，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确权确股不确地”不仅为现代农业提供了规模经营的土地条件，也实现了农民收入多样

化，农户既有承包地的分红，也有作为农业产业工人领取工资。在这里，勤劳就能致富。如陈某

夫妇以前靠家中 0．13 公顷承包地维持生计，一年只有 4000 元左右收入，现在丈夫在农业企业

从事技术指导与管理工作，年薪近 10 万元，妻子参与蔬菜生产，每月收入 3000 元左右，全家年

收入近 15 万元。
目前黄溪村已形成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支柱产业。江西欣宁蚕种科技有限公司、修水

县康绿蔬菜公司、江西南洋茶叶有限公司等多个现代农业龙头企业落户黄溪，促进了规模经营，

发展壮大了蚕桑、蔬菜、花卉苗木、茶叶、水果五大支柱产业。其中，全村桑园面积已由 2008 年

的 5．3 公顷发展到现在的 53．3 公顷，产值却由 7 万元猛增到 500 多万元，年纯收入 5 万元以上

的蚕农就有 31 户。生态高效农业也初见成效。目前种植的 4 公顷有机葡萄，其品质远近闻名，

30 元一斤还供不应求 ; 生产的蔬菜，其自然储存保鲜效果与口感完全与众不同，不少路过的旅

客都会驻足黄溪村采购。一位 64 岁的蔬菜种植户，免费到各养蚕户中清理蚕粪，用作肥料，硬

是用0．05公顷地种出了 3．8 万元产值的丝瓜。
2． 村庄生态宜居，土地利用效益明显提高

目前黄溪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已完成三期建设，不仅水、电、交通、休闲广场、文化活动中心、
农贸市场等基础生活设施齐全，还成为该县唯一一个有公租房、有公墓、有垃圾处理场的美丽乡

村。现已落户 503 户 2870 人，包括来自外村的深山、库区移民 138 户，本村分散村民 363 户，聚

集了全村总人口的 93%，这些人在这里享受着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基础设施。有村民自豪地

说，“这里既有完善的现代生活设施，又可享受农村清新的空气与优美的乡村风光”。尤其是小

学教育，黄溪小学的教学质量已跻身全县小学前十，每年毕业生的“5A”成绩超过 50%，吸引了

不少周边村庄孩子来此求学。在 320 多个学生中，外村学生占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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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迁村并点、建新拆旧，农村建设用地集中形成规模，优化了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提升了

土地利用效率。原来村庄零散，农户圈占宅基地现象普遍。现社区建房统一安置，独家独院三

层小洋楼，加上公共用地，户均不到 333 平方米。全村自然村庄已由原来的 32 个，减少至目前

的 11 个。2008 年全村 2341 人，2017 年增至 3100 人，人口增加近 800 人，村庄用地反而减少了

66．7 公顷，其中 20 多公顷已复垦成农业用地。另外，农村社区的统一规划建设，虽然前期一次

性投资较大，但长期可大大节省建设成本。仅以村村通公路为例，若按该村原有的 32 个自然村

庄进行修路，不仅要投入 200 多万元资金，还要占用 2 公顷多土地，等一些村庄自然荒芜后，又

要投钱对一些硬化的道路进行复垦，这无疑增加了发展成本。
3． 社会治理成效显著，乡村文明蔚然成风

2008 年以前，黄溪村是有名的“上访村”“落后村”，是连村民说亲都会被嫌弃的地方。6 年

无法开展计划生育，村民因基本生活难以保障而经常上访，团伙盗窃、打架闹事不断。没有领导

愿意驻黄溪村，即使下乡调研也都绕着走。如今黄溪村零上访零投诉，连续 7 年被评为县综合

先进单位，2012 年被评为第五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黄溪已成为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几

乎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学习考察团。2017 年 7 月 30 日，纪念“三个 90 周年”网络媒体大型主

题宣传活动走进黄溪，黄溪的发展变化得到来自全国的 30 多家网媒记者的一致赞叹。
黄溪村的社会治理成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干群关系融洽，集体公益事务推进顺利。

不准接受请吃、不准接受烟酒礼物、不准接收红包，是黄溪村村干部的三条铁律，即使村民办喜

事，也只随礼而不吃饭。村两委干部的长期坚持，融洽了干群关系。拆房、迁坟是农村的一大难

事，黄溪村平安顺利地完成了 300 多户农户的拆房，2800 多座的迁坟。迁坟中还涉及一座有数

百年历史的祖坟，其后裔有数万人，可在迁坟后无一上访。二是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大家尊老爱

幼互帮互助。以往的黄溪村赌博成风，不少村民无所事事，有村民因赌博欠下几万元债务。为

了铲除麻将赌博这个“毒瘤”，经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全村 62 台麻将机全部封存，如发现有人

打麻将，一次奖励举报人 300 元。现在人人忙于工作，赌博现象没了。为了解决孤寡、五保等弱

势群体的住房问题，黄溪村建了 22 套公租房，产权归村里所有，孤寡老人和五保户等困难群体

免费居住。整个黄溪村呈现“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传统文明乡风。

三、乡村振兴离不开集体经济组织这一关键主体

乡村振兴是整个乡村整体的全方位振兴，具有系统性和地域性的鲜明特征。一方面，乡村

振兴是典型的系统工程，既要硬件建设也要软件建设，既要建设也要管理。客观上要求把涉及

“三农”内容的工作统筹在一起，形成“一盘棋”的工作格局。黄溪村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

坚持了系统工作理念，特别是注重“两个同步”推进 : 一是把以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的农村现代

化与以“确权确股不确地”为抓手的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既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又培育了

支撑农村发展的农业产业 ; 二是把以就业为突破口解决村民生活的经济收入与以健全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文明乡风同步推进，既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又提升了乡

村精神文明。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于自身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因地制宜

地发展振兴。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域条件环境下的乡村振兴优势不同，面临的制约因素也不

同，只有深入认识自身的特征，才能找到合适的振兴之路。黄溪实践也是充分认识自身的资源

优势，抓住生态，做出特色，错位竞争，同时延长产业链，降本增效，才促进了农业的兴旺。
诚然，广大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人，但乡村振兴的系统性和地域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

的协调者和组织者，决定了单个的农民难以成为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而村集体组织才是胜任

这一责任的必然主体。我国的村集体组织沿袭着传统的村落历史脉络，具有地域与血缘的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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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村民与村落的发展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兴衰荣辱与共，已成为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

“生命共同体”［15］。村集体组织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主体，他们在协调个人与集体利益、
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有充分发挥出这一关键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农村振兴才能形成内生动力机制。实践也证明，发展好的乡村，都是村集体战斗堡垒作用发

挥好的乡村，黄溪村本身就是一个典型，在黄溪振兴中村集体起着关键性作用。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加强，反

而呈现出日益弱化的明显趋势［16］。结果导致很多地区的乡镇基层政府不得不全身投入乡村的

具体建设之中，一方面，农民的主人翁作用难以发挥，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上热下冷、外热内冷”
和“政府干、村民看”的现象，且由于对各乡村实际情况的掌握不够透彻或乡镇基层政府主要领

导的不断换届变化，导致乡村发展效果并不理想，重面子轻里子、重短期行为轻长久发展。另一

方面，由于需要大量精力投入乡村的具体建设事务中，使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乡

镇基层干部，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五加二、黑加白”的工作方式成为了常态化，使乡镇基层干部

成为现阶段工作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17］。
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切实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乡村振兴实施主体作用，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基础性任务。如何培育下一届村集体组织班子，也是黄溪村发展的一个隐患。目前

村两委班子 7 个成员大部分是 50 岁以上，且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虽然存款越来越少，但子女

支持，生活保障无忧。对于年青人，仅凭奉献精神做好村干部本职工作是不现实的，他们也有着

与同龄人一样的物质需求。黄溪村也曾吸收一些年青人加入班子，但过低的待遇留不住人。因

此，应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改变目前多数村集体“无资产、无资本、无资金”现状，特别是

要改善村干部的待遇，吸引年青的能人进入村集体班子，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管理队伍，并不断提高村干部带领村民振兴乡村的能力与本领。

四、乡村振兴中的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应坚持系统思维

乡村振兴同样离不开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基本社会生产要素，但由于面积的有限性

和位置的固定性，土地比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土地要素配置的本质

就是土地使用制度设计。为此，十九大报告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明

确提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论是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障农民财产权益，还

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都与土地使用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农业和农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造

成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失衡的原因众多，但土地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随着

土地的城镇化，依附在土地上的资本及其生产、生态、景观价值也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政府本应

限制其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努力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农村土地利

用之间的协调。然而长期以来，政府偏向于通过农地转用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对

农村土地的生态景观和社会综合价值的损失。这种偏向城镇的土地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剧

了城镇和农村间土地关系的失衡，导致了人口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转移人口难

以市民化，相应就出现了大量穿梭于城乡之间的“两栖人口”，他们即使在城市拥有住房，也不

愿放弃农村的宅基地，甚至不断新建农村住宅 ; 即使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也不敢放弃家中的承包

地，随时准备在城市生存困难时返回农村种地，结果造成了当前农村实际居住人口越来越少，农

村宅基地却不减反增 ; 承包地经营权难以形成稳定流转的现状。
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致富最根本的资本，也应是农村发展的最重

要的资源。然而，由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比较滞后，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的缺陷，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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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土地资源难以流动导致宝贵的资源大量沉淀，难以实现其资产和资本的权能。因此，

通过土地使用制度创新，改变我国土地政策城镇倾向性的习惯性政策路径，盘活农村土地要素，

已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性课题和重要抓手。针对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特

征，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应坚持系统思维。
一是要在各项具体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应坚持“一盘棋”思维，联动推进，相互协调，形成合

力。比如要实现“产业兴旺”目标，在“三权分置”的基础上将经营权流转作为农业现代化提供

用地保障的主要改革内容，但伴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出现，

对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农业经营性供给提出了新要求，进而牵动农村建设用地的改革。要实现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村现代化目标，就必须完善相应的教育、医疗、
公共交通、公共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大力发展配套的第三产业，而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与运

行、第三产业的生存，需要形成一定的人口聚集规模。一方面，当前农村宅基地只限于本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这显然对人口的合理聚集形成阻力，这就要求改革现行的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 ;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同时考虑农村公共建设用地和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但目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途管制分区并没有区分是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还是宅基地用地或公益性建设用地，这就要求同步推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途管制制

度的改革。人口的聚集及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还需要通过经营权的流转解决各家各户承包地的

耕种问题，这又回到了“产业兴旺”目标下的促进经营权流转的改革主题上。因此，在乡村振兴

中，农村各项具体土地使用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机械地截断制度之

间的关联性，孤立地进行某一项制度改革既不科学也不现实，不符合乡村系统发展的客观规律。
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在理论上厘清乡村振兴中各项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之间的关联性，阐述清楚

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绘制出清晰的制度系统关联性脉络图，在确保制度之间协同性和耦合性

的基础上，分别明确各项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重要内容与目标。
二是促进各社会生产要素的系统协调，实现“地—人—钱”的同步聚集。乡村振兴离不开土

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社会生产要素的共同协调支撑，由于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配置最终要

落实在土地上，因此，土地使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我国已进入了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惠农支农政策的推进，这些生产要素会持续

不断地向农村倾科。但目前却多是天女散花式的分散投入，要素之间相互脱节，尚未形成对乡

村振兴的支撑合力。建议顺应迁村并点的历史潮流，以区域居民点体系规划为抓手，实现“地—
人—钱”的同步聚集。农村居民点体系是乡村振兴中社会生产要素科学配置的基础，是引导农

民集中居住、产业集中布局、土地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集约配置、整合农业

生产和生态空间的真正“龙头”，也应成为“地—人—钱”的同步聚集的“领引者”。随着社会的

发展与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半径的迅速增大、社会分工协作的范

围不断扩大，农业生产已不再是农村社会的一项最主要功能，子女教育、非农就业环境、医疗保

障等社会服务成为了农村社会的需求，而生活基础设施配套的人口聚集规模内在需求，导致“迁

村并点”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一个潮流［18］，传统的“沿路而建、临水而居、依田而住”散乱

的农村宅基地布局已不利于乡村的振兴。因此，应遵循城乡融合发展，科学编制区域居民点布

局体系规划，既考虑现有的村级组织基础与历史沿续，更要考虑生活公共设施共享的需求。

五、主要结论

黄溪村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地的

具体情况，才能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我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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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内在优势［19］，而作为集体

土地所有者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我国乡村治理的传统，熟悉当地情况，理应

成为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实施主体。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广大村民乡村振兴的主人翁

精神，不仅有利于确定适合自身需求的乡村振兴路径，而且能够有效地破解当前新农村建设中

基层地方政府干预乡村具体事务而出现的诸多弊端。因此，必须改变目前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普遍弱化而难以胜任乡村振兴主体的现状，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的“三农”管理队伍，从而解决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这一根本问题。
土地使用制度创新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鼓励地方政府创新的同时，也要激发村

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主动性和积极性。可通过加强土地资源管理等基本知识

的宣传普及提升其土地使用制度创新的能力，在不突破“土地集体公有制性质不能改变、耕地红

线不能突破、农民权益不能受损”三大底线的前提下，且允许在创新中“犯错”，使其放下包袱，

大胆创新。另一方面，要善于总结地方实践探索，及时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创新模式。不少地

方政府或村集体经济组织，针对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开创性开展工作，探索出了诸如“确权

确股不确地”经营权流转、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差别化宅基地使用制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权流转”的土地整治激励制度等具有生命力的制度创新。对这些实践进行系统的归纳总

结，可为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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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 value． At this stage，the pursuit of multiple valu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extends to the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in countryside，the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s to the new stage characterized by synchronou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and the gap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income level，quality of
life，rights protection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narrows dramatically． At this stage，the regional space
of countryside embeds the multiple visions of “synchronous advance of Four Modernizations”
“promo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protection of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memory of the nostalgia”，and the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of ru-
ral revitalization tha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ndows us with will be progressively
accomplished． The next step is to take county area as the basic unit，focus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and
make more concrete and feasible plans and measures to pus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Land Use System Innova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Huangxi Village，Jiangxi Province
CHEN Meiqiu，LIAO Cairong，LIU Taoju

Ｒ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task of the“Three Agricultural Issues”in the new era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o clarify the main body of implementation and i-
dentify the key breakthrough points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
gy． Based on building up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land use system，the Huangxi
Village has been successful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by‘certain
right，certain share，but uncertain plots’，r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ecological inhabiting environ-
ment by linkage of‘human－land－money’，promo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rural civil social manners by‘villagers deciding village affairs’”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nalyzing the Huangxi Village's practice，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hould become the key body of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and the land use system innovation with systematic thinking is the key breakthrough points．

Shaking off Difficulties in Poverty: Basic Public Service Approac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e-
verely Poor Areas in China
ZUO Ting，XU Jiayu，LI Zhuo

Severely poor areas are the key are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Severe poverty has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protrac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ation．“Difficult”and“poor”are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with the former leading to the latter，a prominent problem for the areas． Involved are not
only the internal limitations of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but also the external factors，such as natu-
ral，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which leads to the“capability poverty”of the poor． With the develop-
ment of market economy，as a mandatory intervention， the 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quires more and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which is hard for the poor to adopt to．
In contrast，as a kind of soft intervention，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approac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ro-
vides a new pat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higher adaptability．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targeted social
services can help the poor break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expand the viability of the poor，
and improve the well－being level of the poor． On the current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some explor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but a clear path to the reduction of poverty by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still needed． In response to the severeness of poverty，the provision mechanism of basic pub-
lic services should be improved，to formulate a new basic public service approach and make more con-
tribution to alleviation of sever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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