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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5月6日，立夏。距离南川城区50公里
的山王坪镇庙坝村康养中心，人声鼎沸，游
人如织。这里原本是一所废弃的村小，多年
来缺少生气。萧瑟与热闹之间的嬗变，源于
庙坝村引入社会资本，对闲置公共资产进行
了利用。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
越多的人涌向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的
公共设施和资产，如乡村小学、卫生室、办公
室等面临着闲置和废弃的风险。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相当一部分资产都处于沉睡的状
态，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如何盘活利用这些“沉睡资产”，让其成
为村集体与村民的“增收活水”，我市部分区
县开始了探索。

一波三折的盘活路

南川庙坝村小的前身是一座寺庙，后被
改造为村小，村里许多孩子在这里接受教
育，人生从这里起航。

今年50岁的吴朝容曾在这个学校读
书，也曾在这里任教。“最多时有80多个孩
子，但后来学生越来越少，到1999年学校就
废弃了。”她回忆。

一所废弃的学校，应该怎么改造和利
用？老支书李德云抠破了脑袋也没想出
好办法：“当时村里交通不便，外面来
的人都少，谁会看上这么一所破房子
呢？”

但还真有人看上了，但不是
外来的投资者。“大概在2007年
的时候，有村民看中了这个地方，想
花5000块钱买下来改成自建房，村
委会合计了半天，觉得时机和价格都不
太合适。”李德云说。

时间到了 2012 年，又有村民想以
8000元将这里盘下来，此时的村支书程坤
祥左思右想，还是觉得不能贱卖，依旧没有
成交。

尽管守住了资产，但怎样让村小的利用
实现最大价值，李、程二人也没想清楚。就
这样，时间来到了2019年。

此时，脱贫攻坚如火如荼，地处大金佛
山景区的山王坪旅游开始兴盛。庙坝村获
得了50万元的乡村旅游发展资金和100万
元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程坤祥第一时间想到了把废弃的村小
盘活，想做成农副产品交易大厅，卖点蜂蜜、
黄连、天麻、党参等土特产，原因有二：第一，
位置当道；第二，建筑现成。“由于金佛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生态环保的要求，我们只
能利用原有建筑进行规划和建设，建农副产
品交易大厅有难度，因此迟迟没能推进。”他
说。

恰逢此时，南川泽瑞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裴泽见找上门来，愿意接手经
营，打算建一个康养中心，盘活之路才算
有了眉目——经过几番拉锯谈判，裴泽见
以7万元/年的价格租用村小10年，同时
村委会与他“约法三章”：一是后者要出一
部分康养中心的装修资金（后来裴泽见共
出资 70 万-80 万元）；二是要保证村集体
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如果遇到国家有大
的政策调整，可以随时征用。

如今，这个有22个房间，可同时接待60
人的康养中心经营情况良好，估值已经超过
了200万元。这让程坤祥感到满意：“10年
70万元的租金雷打不动，集体资产实现了保
值增值。”

和庙坝村一样，许多地方都在探索
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在北碚区柳荫镇
东升村，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柳荫
粮仓，经过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家的改造变
成了艺库，一场场展览吸引了许多人前
往；在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凉风村，闲置多
年的凉风小学先是改作村委会办公室，后
来又被人盘下做了餐饮店；在荣昌区安富
街道通安村，曾经的知青点闲置 30多年
后才被改造成了陶艺工作室；在綦江区扶
欢镇长榜村，同样废弃多年的村小直至半
年前才被改造成为环保项目，重新焕发光
彩……

从闲置资产到特色产业，村里的“包袱”
变为了财富。

不得已的一租了之

在乡村，闲置公共资产类型多样，闲
置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以前镇村办的
企业，因没有持续经营而闲置；有许多村
小是因为农村学校布局优化、中小学撤并
而闲置——在万盛经开区，闲置小学曾多
达156所，总面积达到6.85万平方米；还有
一些村办公室，则是因为新修了办公场所
而闲置。

不得不提的是，乡村人口的流失，是造
成乡村公共资产闲置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庙坝村仅有121户、361人，常住人口
更是只有158人，在南川属于人数最少的
村之一。“过去杀头猪可以请来4桌人，现在
顶多1-2桌。”村委会副主任张廷刚叹了口
气道。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记者调研的其
它乡村，如綦江区扶欢镇长榜村，全村户籍
人口2074人，而实际在村的只有1000人
左右。

另一个问题是，闲置下来的资产，为何
有相当一部分长时间没有得到合理利用？

“产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万盛经开区
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曾忠全坦言，
即便是产权清晰简单的村小，其产权也是长
时间属于教育部门，所以闲置下来后镇政府
和村集体想利用也是有心无力，后来登记确
权后，闲置中小学划归地方使用，才为其利
用打开了突破口。

但如何利用，却考验着当地干部的智
慧。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凉风村原来的村办
公室就闲置了许久，后来租给村民刘小康作
木漆加工厂，每年的租金只有1200元，合同
一签就是20年，“那时候哪知道凉风村的发
展变化会这么快？”村党委书记、主任李明会
直言不讳。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通安
村。被改造成为陶艺工作室的知青

点，此前连同80亩果园整体打包的租
金才 1200 元/年，“能有人租就算不错

了，不然空着也是空着。”村党总支书记林
军坦言。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几个
乡村对闲置公共资产的处置方式如出一
辙，都是一租了之。这让记者心生疑问：
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政策背景下，村里
为何偏要交给个人经营呢？

刚获得乡村旅游发展资金时，程坤祥不
是没有过放手干一把的想法，但真到了操作
阶段，面对诸如“资金从哪里来、客源从哪里
来、管理经验又从哪里来”等一大堆实际问
题，他打了退堂鼓，“村干部都是农民出身，
文化水平一般，如果没有真刀真枪在市场摔
打过，哪里干得了这个？”

也有村干部原本是能干这个事的。凉
风村党委书记、主任李明会和村综合服务专
干都开有自己的农家乐，按理说是有经营经
验的，但都不愿接手，“说到底，还是权责利
不统一。”曾忠全一针见血，“集体资产办的
事情，大家的用心程度可能会打折扣。尽管
我们出台过激励村干部兼职的文件，对其兼
职给予一定报酬，但肯定没法跟自个儿的产
业相提并论。”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使得闲置公
共资产的利用质量普遍不高，基本上是以出
租为主，联营、合股的少之又少。

增值减负都值得探索

重庆农村地域分布广、差别大，公共资
产构成也不尽相同，如何根据实际管好用好
公共资产，促进其保值增值，进一步壮大集
体经济？

通安村的知青点，原本村里想用来做
以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餐饮，“用民宿来
带动周边农家乐的发展，集体资产实现保
值增值，村民们也能跟着挣钱。”林军曾这
样设想，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陶艺工作室的经营者是毕业于四川美
术学院的两名“90后”：管永双，李云山，两人
做陶艺是拿手好戏，经营民宿就是纯粹的

“外行”。
“当时我们试着改了5间房出来搞接

待，但基本上没有客源。”眼看生意惨淡，管
永双连忙将业态转移到陶艺制作上来。他
的转型起到了效果，如今因为陶艺制作来村
里的人越来越多。

在綦江区扶欢镇长榜村，废弃的村小变
身为处理厨余垃圾的生态环保项目。走进
村小，生机盎然的阳光房赫然映入眼帘，屋
顶种菜、室内养花、地下养鱼，谁也想不到它
是用来专门处理厨余垃圾的地方。项目负
责人、清华大学博士胡小军告诉记者，这项
餐厨垃圾好氧全循环生物利用技术，是将餐
厨垃圾就地转化为高品质的鱼菜共生项目，
其收益更高，排放近零。

对这个项目，村党总支书记、主任黄昌
梅很满意，“之前想过把村小改造成为养殖
场、加工厂，但都因为环保的问题作罢，如
今这里不但没有污染，反而变废为宝。”她
说，根据协议，公司每年只向村里付1万元
租金，但生态鱼的销售收入还有分红，最高
可以达到5万元/年，实现了集体资产保值
增值。

除保值增值外，减损则是另一个思路。
万盛经开区南桐镇南桐村地处煤矿核

心区，交通位置不错，人口稠密，因此早前
村里修了两层楼共2000多平方米的农贸
市场，但后来因为煤矿关停，租不出去的
农贸市场成了村上的一个负担，不光要还
建设贷款，还要雇佣一些人进行维护。几
年前，村里下定决心，将其中一层楼进行
了处置拍卖，共收回800多万元，负担大大
减轻。

“目前，我们的闲置公共资产转化途径
还较为单一，需要健全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市场，进一步打开通道。”市农业农村委政
改处处长冉启培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明了多样化发展途径，包括资源发包、物业
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

“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思路。”他认
为，应因地制宜选择、探索发展集体经济
有效途径，如整合资产打造优质物业经
济，积极盘活村集体原有办公用房、会堂、
学校、厂房、仓库等房产，或发展乡村餐饮
购物、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老托幼、信
息中介等生活服务，推动农村由卖产品向
同时卖服务转变，也可以通过入股或者参
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形式发展集体
经济。

彭水：
“流动少年宫”点亮乡村孩子艺术梦

近日，共青团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在保
家镇东流村设立“流动少年宫”教学点，乡村小朋
友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

据介绍，“流动少年宫”教学点采用专业教
师定期到点授课和专场活动两种方式相结合，
免费为乡村学校孩子送去舞蹈、书法、陶艺、武
术、声乐、器乐、阅读口才等专业课程，让乡村孩
子能在家门口共享优质校外教育资源，提高综
合素质，点亮乡村孩子的艺术梦想。“流动少年
宫”相继在岩东乡中心校、郁山镇中心校、鹿鸣
书院、善感乡小学校建立教学点，惠及青少年
2000余人。

接下来，当地将进一步发挥“流动少年宫”的
辐射效应，为更多乡村学校提供校外教育的特色
资源，实现城乡校外教育资源共享和补充。

通讯员 叶涵

綦江三江街道：
大型机械助力油菜收割

5月8日，綦江区三江街道寨门村机器轰鸣，
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忙碌作业，油菜被卷入收割
机后脱粒，秸秆自动切割成碎末，均匀地撒向田
间，操作流程一气呵成。

油菜是三江街道主要农作物之一，往年都是
人工种植、手工收割，生产用工量大，机械化水平
较低。今年当地引进各种大型农机10余台，并培
养农机手15名。

现场作业的农机手李海涛说，传统收割的人
工费用为每人每天100元，且不含脱粒，单人每天
的收割面积不足1亩。如今田土经过高标准农田
改造，机械化作业更为高效，大型收割机每天可收
割约100亩，而每亩成本仅需80元。油菜从种到
收的全程机械化生产，使每亩地综合成本降低
260元左右。

今年綦江区推广种植的是庆油系列等超高含
油量的油菜品种，油菜含油量超过45%，市场价
格高于常规品种油菜，收购价预计达每斤 3.5
元。同时结合政策扶持、稻油轮作、油菜全程机械
化生产技术等扩种1万余亩，油菜种植总面积接
近11万亩，预计总产量超1.6万吨，总产值超1.12
亿元。

通讯员 赵竹萱

铜梁保乡村：
村民喜领“股权证”

5月6日下午，在铜梁区侣俸镇保乡村的院坝
会上，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峰将一本本股权证交到
村民手中。村民以多种方式入股“巴岳农庄”建
设，每年底可参与分红。

当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侣俸镇将文曲、保乡、石河、水龙四个村纳入

“巴岳农庄”建设的试点。和以前只能以土地入股
不同，这次试点既可以用土地入股，也可用资金入
股，村集体用闲置资产入股，分红则采取“保底分
红+效益分红”的方式。

“‘巴岳农庄’所涉及的村都召开了资产入股
村民代表大会，对每户居民资产入股和分红模式
形成了决议。每个村的可用资产也都进行了清
理摸排、建立台账。”侣俸镇副镇长孙贤菊介绍，
此次颁发股权证书，能更好地保障集体经济成员
的利益。

通讯员 李慧敏

荣昌区远觉镇：
二荆条大量上市

近日，荣昌区远觉镇白家寺村、高观音村、狮
子桥村、蔡家坪村、复兴社区种植的二荆条辣椒已
成熟上市。辣椒根据当天市场行情定价，欢迎有
需求的单位上门采购。

远觉镇引进重庆椿林食品有限公司，实行“公
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方式，采取统一选种、统一
育苗、统一种植、统一技术、统一收购的措施，引导
村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辣椒种植，面积已达1100
多亩。今年的新鲜辣椒采收时间可持续到10月
中旬，目前每斤批发价为3.7元。

联系人：张国波；电话：18623067475
通讯员 张泽美

万盛黑山镇：
高山枇杷香

眼下，正是枇杷成熟时节，万盛经开区黑山
镇神猕果园的枇杷迎来了采摘旺季。满山金黄
的枇杷挂满枝头，一颗颗色泽光滑，轻轻撕开果
皮饱满多汁、清甜可口，让人垂涎欲滴。

神猕果园坐落于海拔上千米的高山，日照充
裕、水土肥厚，又引用山泉水浇灌，所产的五星枇
杷个头大、果皮薄、果肉多、汁水足、味道甜。

果园种植枇杷面积近40亩，销售价格为20
元/斤，采摘期可持续到5月底，欢迎大家采摘
订购。

联系人：王老师；电话：19882312414
通讯员 刘亚兰

村里的“包袱”如何变财富

这段时间，年近60岁的老刘，在退休后
到乡下找一处有天有地的小院子的想法日
渐强烈。他在近郊看了好几处心仪的房子，
但一提到租用个十年八年，要么是价格谈不
拢，要么是怕对方不遵守合约，只能等待更
好的时机。

这折射出一个现象——农村有大量的
资源资产处于沉睡状态，或者说是低效利
用，而明明有下乡投资意愿的城市资本、人
才、技术，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平台或者通
道，供求双方没有很好地匹配起来。换言
之，农村的资源资产没有变成商品，城乡要
素流通的通道被堵塞了。

如何打通通道？
建立完善一个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市

场是必要而紧迫的，它既可以培育和发展农
村产权交易，进一步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行为，也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目前，我市农村闲置的资产资源估计在

30 万亿元以上，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
市场，尽快建立这样一个产权交易的机构，
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
民增收。

现在，浙江温州、广东佛山、天津等地已
经建立了类似的市场，并取得了良好的开局
和效果。

重庆也意识到了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
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从今年开始建设全
市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目前垫
江、巴南等地已经建成了区县级农村产权流
转服务公司。

期待未来更多区县建成类似的交易平
台，让更多“包袱”变成财富，让农民更有获
得感。 （颜安）

产权交易上平台 沉睡资产“活”起来

闲置公共资产

4月20日，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凉风村，
闲置多年的凉风小学改建成了餐饮店，图为
游客在餐饮店内休息。

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北碚区柳荫镇一废弃粮仓经过改造后变成柳荫艺库，成为当地的艺术和文化展
示中心。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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