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扶持贫困

地区农村水电开发”，“对在贫困地区开发水电、矿

产资源占用集体土地的，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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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凉山州冕宁县建设村“政府+合作社+项目+农户”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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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田野调查、实地走访、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以凉山州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该村依托地方政府扶

持，村两委引导，合作社带动，利用当地水电和砂石等自然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向资本转变，引导村民先后投资入股开发小水

电、砂石场，流转土地资源，兴办养殖场、种植大棚、观光旅游、劳务输出、运输服务等产业实体，获得了较好收益。在较短时间

内，实现全体村民脱贫奔康的奋斗目标。建设村探索的“政府+合作社+项目+农户”4层次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值得总结复制

和推广，针对贫困地区探索水电矿产资源开发中，建立资产收益扶贫机制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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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Hydropower and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ion and Assets
Incom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or Ethnic Minority Areas：Taking the Model of
"Government + Cooperation + Project + Farmer" in Jianshe Village in Fuxing Town,

Mianning County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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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Jianshe village, which is located on Fuxing town, Mianning county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as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field visits, induction-deducti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village's natural advantages in respect of relying on the support from local government, the leading of village
committee, the driving of cooperatives and the use of local hydropower and sand resource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s into capitals, guiding the villagers to invest and buy shares in hydropower and sand field
exploition industries, promoting the circulation of land resources, setting up farms, greenhouses, developing tourism,
export of labor services, transport services and other industrial entities, which have obtained good returns. The
villagers have achieved the goals of getting off poverty and making a fortune in a rel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The
"Government + Cooperation artel+ Project + Farmer "four levels of assets and incom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Jianshe village deserves summing up, reproducing and promoting, and has specially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guidance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xploring the hydropower and mine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ssets and income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for poo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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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补偿。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使贫

困地区更多分享开发收益。”[1]2015年11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强调：“探

索资产收益扶贫”，“资产可由村集体、合作社或其

他经营主体统一经营”，“贫困地区水电、矿产等资

源开发，赋予土地被占用的村集体股权，让贫困人

口分享资源开发收益。”[2]2016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

改革试点方案》，提出“以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

法权益为中心，以增加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为目

标，以改革试点为突破口，以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为

前提，发挥资源优势，创新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

开发占用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方式，探索建立集体股

权参与项目分红的资产收益扶贫长效机制，走出一

条资源开发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实现贫

困人口共享资源开发成果。”[3]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国内部分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然资源富集，然而却长期

“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徘徊在贫困的边缘。以四

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为例，该

区域拥有富甲天下的水电资源[4]、得天独厚的矿产

资源[5]，然而这里也是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乌蒙山片区的核心地带，尤其是大凉山彝区，贫困

程度深，贫困类型综合，贫困面积广，是扶贫攻坚

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地方久扶不脱贫，脱贫后又返

贫，其中原因固然十分复杂，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地

区长期以来资源开发模式属于拿走的多，留下的

少，往往形成“财富拿走，贫穷留下”、“资源拿走，

污染留下”；在水电开发过程中，库区老百姓获得

的也仅仅是搬迁安置费和青苗赔偿费，没有分享

在资源后续开发中的长期收益，在人力资本、基础

设施等方面投入不足，无法分享资源开发以及市

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因此，探索贫困地区水

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体制机制，任务十

分紧迫。

本文选择凉山州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以下简

称“建设村”）作为典型案例，分析该村在地方政府

的大力扶持下，村两委引导成立专业合作社，广大

农户社员投资入股，共同分享当地水电资源开发和

沙石开采场带来的收益，并逐步延伸产业链条，在

当地先后开办养殖场、种植大棚、观光旅游、劳务输

出、运输服务等产业实体，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

全体村民提前实现脱贫奔康的发展目标，这一模式

形成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总结、复制和推广，具有重

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 建设村的历史变迁

建设村位于冕宁县城南部，距县城 5 km，冕先

路（冕宁县城—先锋乡）从北到南贯穿全村，交通相

对便捷，全村幅员面积7.6 km2，辖5个村民小组，483

户农户，户籍人口 1 803人，耕地面积 142 hm2，农户

人均耕种土地面积 7.33×10-2 hm2，优质高产田人均

大约只有 2.67×10-2 hm2，其余耕地大多属于山坡

地。建设村村支部有党员48人，党小组5个。这个

曾经“前面荒滩，后面荒山”的山区贫困村，在 15 a

前，全村房屋1/5还是茅草房，人均纯收入不足1 000

元。10多年前的建设村，农户生产结构相对单一，

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户生计资本缺乏，生活水平低

下；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单一，赌博酗酒成风，是远近

出名的“闹事窝”“穷窝子”[6]。

但近年来，建设村已被称作“凉山‘华西村’”。

2010年，全村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 10 648元，成

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村”；2011年，建设村实现了农

民人均纯收入15 000元的目标，大大高于当年四川

省农民人均纯收入6 128.6元的水平；2010年被评为

“四川省五十百千示范工程示范村”，“凉山州新农

村建设示范村”。2014年初，冕宁县农旺合作社因

给社员派发大量分红现金，累成钱墙，而一夜成名，

《华西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竞相报道[6,8]，引来众多的

目光。

其实，建设村农旺合作社从2011年开始给入股

村民进行分红，当年总额是 500 多万元，2012 年为

800多万元，到2013年就涨到了1 311.5万元。一个

环境优美和谐、产业支撑有力、民居建设特色鲜明、

功能设施齐全、管理科学民主的新农村综合体——

“安宁河源头明星村”正逐步崛起，引领带动周边新

农村建设全面快速推进[9]。

2“政府+合作社+项目+农户”4层次模式运
作机制

今昔对比，建设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

致这一变化的内部原因就在于当地率先探索了贫

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的路子

——“政府+合作社+项目+农户”4层次资产收益扶

贫模式，让农民平等分享资源开发形成的红利。不

仅如此，建设村还引导社员自愿将家中的闲散资金

入股合作社，主要投资养殖场、种植大棚、观光旅

游、劳务输出、运输服务等产业实体，建设蔬菜大

棚、水果基地等现代设施农业，改善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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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从而跳出了“抱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源诅

咒陷阱”等资源富集地区发展的怪圈。其探索实践

的“政府+合作社+项目+农户”4层次资产收益扶贫

模式如图1所示。

该模式包括政府扶持层、合作引导层、产业实

体层、农户参与层等 4个层次；涵盖 4大主体，即地

方政府、村级集体组织（村两委）、农旺合作社、农户

等；辐射三大产业，即第一产业养殖和种植业，第二

产业水电开发和砂石开采，第三产业观光旅游、休

闲农业、劳务输出实体和运输服务实体等。运作机

制为地方政府大力扶持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先后

投入近千万元用于村容村貌打造，水利设施，蔬菜

大棚，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村两委充分发挥

引路人作用，积极引导社员建立农旺合作社，流转

村集体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动合作社社员共同

谋划探索产业项目，共同投资入股项目实体，共同

分享项目带来的收益。在水电开发、砂石场等工业

项目率先获得成功以后，积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

战略，在村集体内利用流转土地，发展大棚蔬菜、特

色水果（优质葡萄）等设施农业，兴办现代养殖场，

探索山区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观光旅游，搞农家乐，

成立劳务公司，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上述模式经

过多年的运转，趋于稳定和成熟，实现比较可观的盈

利收入，合作社社员股金获得了较高的回报，大大增

强了合作社和村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政府+合作社+项目+农户”4层次模式特
点

3.1 建立“水电矿产资源+合作社+农户”利益共享机

制

建设村结合近年来冕宁县水电开发的热潮，依

托农旺合作社组建小水电投资实体。2010年 5月，

建设村两委号召大家把手头的钱拿出来入股合作

社。合作社采取自愿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2 700万

元，修建了龙家沟一级电站，当年入股村民从项目

收益中分红超过了 200 万元。在农旺合作社带动

下，建设村村民又先后入股办起了4座小水电站，包

括长兴电站、三合电站、龙家沟二级电站等。在村

民原入股资金的基础上，合作社为社员担保贷款入

股4 000万元，目前建设村村民已累计入股6 700万

元。2011年村民分红已达800多万元。除了给村民

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而且也让越来越多的村民认识

到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2014年1月14日，建设村

召开合作社收益分红大会，将1 311.5万元现金现场

分给 340 余户入股村民，平均每一户村民可分到

3.86万元。据调查，在本次分红资金中，种植收入约

占10%，养殖收入占20%，水电矿产资源投资收入所

占收益最大，达到了70%。

在资源开发方面，当地还利用靠近安宁河谷的

地理优势，开发建设砂石场，满足当地及周边城镇

化建设过程中对砂石材料的巨大需求，盈利状况较

好。

3.2 坚持走农民专业合作社道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

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

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

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

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

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

术、信息等服务[10]。建设村村两委认识到，合作社是

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盈

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合作社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等

特点，于 2010年 3月，成立农旺合作社。合作社采

取土地实物折价入股的形式，在村集体内部流转土

地，建设村200多农户在2010年4月，与合作社签订

协议，将家庭承包地流转给合作社进行土地整理，

实施规模化经营。合作社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坚持

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改变

土地性质、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利益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合作社牵头，引导村民将土地量化入股，推进

土地经营权流转。合作社按1 000元/（6.67×10-2 hm2）

的保底收入支付给流转出土地的农户，累计流转土

地80 hm2，与农户签订合同期限为10 a。同时，还根

据土地流转市场的行情和合作社经营情况，保底收

入还将逐年增加。

据村支书金洪元介绍：“现在村民在外打工挣

图1 “政府+合作社+项目+农户”四层次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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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钱，基本都投入到合作社。”在建设村，入股分

红成了 95%以上家庭可靠而重要的收入来源。合

作社积极投入产业实体项目开发，在第二产业主要

投入小水电实体，砂石场开采实体；在第一产业即

传统农业部门，主要投资建设养殖实体、种植实体；

在第三产业主要投资开发劳务输出实体、运输服务

实体和观光旅游实体等，现在各实体项目运转高

效，为建设村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引擎。

3.3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建设村在发展之初，认识到砂石场开发不是永

久之计，砂石资源终有枯竭的那一天；小水电开发

也面临电价竞争、电力上网、大型电力公司排挤等

诸多市场挑战，因此建设村坚持“工业反哺农业”战

略，实施“多元化”发展思路，建立养殖实体项目和

种植实体项目。根据调查，建设村农旺合作社还探

索出了“农户+合作社+种植（养殖）大户”的土地流

转模式，让村民自愿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土地流转

集中以后，为了实现规模经营，再将合作社的土地

流转给种养能手，肥沃、耕种便利的高产土地，通过

合作社引导土地流转，交给有能力和有经验的人们

耕种，既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又释放了农村剩余

劳动力，让他们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创造更多的

财富。

农旺合作社下辖种植大棚实体、养殖场实体等

投资项目。近年，农旺合作社投入 240万元建成的

8 hm2蔬菜大棚初见成效；投资建设的水果采摘基地

120 hm2，其中优质桃53.33 hm2，樱桃40 hm2，矮化优

质核桃 18.67 hm2，优质杏 4 hm2，优质梨 4 hm2。目

前，村民到合作社务工还可以获得工资性收入，与

过去种粮食相比较，收入翻了 3倍以上。合作社下

属的养殖实体项目有超过 2 000头猪的养殖基地，

养殖场内，能繁母猪达到500头，PIC五元杂交小猪

约1 500头。在2014年初，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中，种

植业和养殖业对收益的贡献超过了30%。

3.4 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合作社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蓬勃发展的基

础上，还延伸产业链条，实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思路。合作社下设休闲农业观光旅游实体、

运输服务实体和劳务输出实体，其中劳务输出实体

现有建筑设备价值 7 000多万元，对外出租可以获

得租金收入；合作社下属的牦牛矿业运输有限公

司，有 30辆重型卡车，年产值约 1 400万。近年，建

设村还依托凉山州及冕宁县发展冬日阳光之旅、民

族文化之旅、航天科技之旅等旅游资源，在当地布

局休闲观光农业，合作社将农户自己家闲置的别墅

统一规划、统一定价、统一安排引导客源，打造建设

村农家乐，开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体验农业等

现代农业新形势，拓展农业产业的多重功能，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5 同步推进产业发展与新村建设

建设村的新农村建设坚持规划先行，以《凉山

州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总体规划》等地方前期规划

为依据，建设村聘请专业规划设计单位，投资 20余

万元，编制了建设村产业发展、新村建设、村落民

居、基础设施等子规划，为将来长远的建设与发展

明确了努力的方向，细化了工作重点。建设村在小

水电公司、砂石公司等第二产业开发获得成功以

后，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战略，在产业开发方面取得了成效。与此同时，按

照产村相容、农旅结合、标准建设、成片推进的思

路，建设村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据调查，每户农

户的建房资金需要 20 多万，砂石由村集体无偿提

供，钢筋水泥由村集体赊销，农户逐步偿还，开展集

中连片建设。

建设村按照“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总体要

求，实现入组入户道路水泥硬化，全村483户民居风

貌打造已经全部完成，原来颜色各异的住房外观集

体“变脸”为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房屋。2010年，建

设村对全村的村庄风貌进行整体塑造。投资130万

元，购买计算机、投影机等设备，建立远程教育中

心、农家书屋、村两委活动室等，建成公共活动场所

800 m2；2011年又投资60万元新建了活动广场。经

过多年的积累，建设村已成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试点村，目前该村已创建为国

家3A级旅游景区，跨安宁河大桥已竣工，村道实现

全硬化，村主干道实现全绿化、亮化、美化三位一

体，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内新建占地面积为

5.336 m2的文体广场，建成川滇风格别墅民居 186

套，拥有农家乐6家，乡村旅馆多家。

4 结论与启示

4.1 资源禀赋是前提

冕宁县建设村利用合作社这一平台，将广大农

民组织起来，投资小水电、砂石场等具有区域竞争

优势的工业项目，获得了巨大的增值收益，占到合

作社收益的七成以上，从而让广大合作社社员分享

资源持续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红利。不仅如此，合作

社又将社员手中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投资蔬菜大

棚、水果基地等现代设施农业，改善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从而跳出了资源开发恶性循环的怪圈。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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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只要农旺合作社稳妥地选择市场项目，合理

引导社员投资，一定能够征服“资源诅咒陷阱”，带

领广大社员群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4.2 农民合作社是纽带

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

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

管理的有效载体[11]。农旺专业合作社在建设村的发

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最初投资开发小水电，

砂石场实体项目，再到“农户+合作社+种植（养殖）

大户”组织土地流转，建立种植、养殖等实体项目，

以及发展观光旅游，劳务输出、运输服务等实体，形

成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服务体系，都离不

开合作社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合作社将广大社员

组织起来，实现土地流转中，开展适度规模经营，通

过社员入股，投资小水电、砂石场、运输服务实体、

劳务输出实体等，让过广大社员共同分享资源开发

带来的红利，避免了少数人控制，少数人垄断利润

的可能性，实现了共同富裕同步小康的发展目标。

4.3 解放思想是关键

建设村的飞速发展，主要依靠广大群众解放思

想。“思想是总开关，一开百开”。为了帮助广大集

体组织成员开阔眼界，解放思想，2009年建设村两

委组织第一批村民代表免费参观丽江、大理、元谋

和攀枝花，彻底转变了村民的发展观念。全村 133

余 hm2土地，全部实行流转，实施规模经营，投入蔬

菜大棚种植，产出效益远远高于过去大春和小春两

季种植粮食的收入。与此同时，建设村在过去不起

眼的山边空地，已经开始大量试种中华寿桃、美国

大樱桃和山东优质杏等 12个水果品种。一旦试种

成功，建设村将在上千亩土地里，连片种植水果。

近年来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又调动了村民新一轮的

生产积极性。

4.4 领导班子是引擎

强有力的村两委领导班子是建设村快速发展

的又一法宝。在2010年，村支书率领村支委一班人

到广东和江苏等地考察学习。考察结束后回到村

里，村支部做出了一项改变建设村命运的重大决

定：成立农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建设村内引导土

地流转，发展主导产业和盘活村民手中的存量资

金。不仅领导班子外出考察学习，村两委还组织引

导村内老百姓代表外出学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并做好建设村发展的顶层设计。

4.5 政府扶持是保障

贫困山区农村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尤

其是在起步阶段，包括道路桥梁基础设施、土地整

理、设施农业等都需要大量资金，仅仅依靠农户自

身储蓄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不仅要帮助改善企业

环境、支持企业发展，还要建立机制帮助和保护贫

困户实现收益，建立以贫困户稳定收益为主要目

标的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建设

村飞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据调

查，仅村风村貌打造，冕宁县政府投入资金 115 万

元，而水利设施建设投入达到 300 万元，当地建设

大棚蔬菜种植，又投入 100 万元，桥梁建设，估计

投入资金累计达到 350 万元。已经投入和计划投

入种养殖业、示范民居、基础设施的资金，已经高

达上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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