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3日，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
“猪圈书屋”。宁静的夜晚，空气寒冷而清
新，黄色的灯光浮在夜色中，倒映在屋前的
水塘里——每到周末的夜晚，总有许多年
轻人沉醉在这所“猪圈书屋”的夜色里，久
久不愿离去。

“很多来耍的年轻人不相信，这里原先
真是要垮要垮的猪圈。”猪圈的原主人罗文
淑捂着嘴笑道，“谁都不会想到，猪圈也可
以变成景点挣钱。”

“‘猪圈书屋’只是其中一个别致的景
点，而‘远山有窑’则让三河村有了产业突
破的爆发点。”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强说，

“‘三变’改革把爆发由点扩大到面，让三河
村焕然一新，换了‘山河’！”

网红打卡地“猪圈书屋”就位于去“远
山有窑”的必经之路旁。

粗砺的条石墙基、留着岁月痕迹的土
墙，再搭以新盖的青瓦和几支绿竹。走进
书屋内，几面靠墙的书架上整齐地放着几
百本书，房屋正中的桌上，几个年轻人正在
托腮看书。

“这猪圈至少是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也有十多年没喂过猪了。”“猪圈”现任主
人王子书说，以前三河村是个“空壳村”，没
产业，像自己这样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留守老人没心思没精力管理自己的家，到
处是破败的房屋、半人高的野草，村支两委
也没办公室，长期租借邻近青木关镇的房
屋……

2015年，重庆大学田琦教授将三河村
一个废弃的土窑改造成了“远山有窑”，成

为一个小众文化旅游景点。
“远山有窑”让丰文街道看到了三河村

发展的潜力，但潜力如何变为实实在在的
经济发展实力？

2017年底，三河村被选为我市首批“三
变”改革试点村。

“对于乡村旅游来说，一砖一瓦、一草
一木都是景，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打造。”沙
坪坝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说。

对此，村里将林地、荒坡、房屋地折成
资产，把可经营性资产都确权到村民头
上，并经全体村民协商决定，组建起股份
制的舜圆农业公司，对集体资产实行股份
制经营。

比如“猪圈书屋”，不拆影响景观，拆除
了又有些可惜——因为它也是村里的一处
历史遗迹。于是猪圈被舜圆公司转租过来
改造，从破败小屋蜕变为吸引游客的核心
景观之一。

经过舜圆公司的整体打造、经营，旅游
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并带动了种植业、运
输业等的发展。

如今走进三河村，鸟儿在葱茏的绿树
间鸣唱；一幢幢别致的褚色土墙房和红色
砖瓦房，倒映在池塘的波光里；池塘边，三
三两两的游客散步、喝茶，有的在“猪圈书
屋”静心看书，怡然自得……

舜圆公司负责人表示，2019年三河村
民人均分红500多元。今年春节后将举办
股东大会，预计人均分红630元。

随着腰包渐渐鼓起来，大家生活更顺
心了，干什么也更有劲了。

上个月，50岁的王登榜除了吃饭、睡
觉，几乎很少回家。

原来，三河村八社只有一条水泥路，3.5
米宽的路面早已不能适应旅游发展的需
要，可扩建又要占用两个旅游项目和70多
户村民的部分土地。

为了让扩路工程顺利动工，王登榜在打
零工之余总往业主、村民家里跑，劝说大家

“扩路不是帮哪个老板扩，是帮我们自己
扩”。

不到一个月，王登榜和几位“乡贤”分
头将业主的村民的思想工作做通，工程提
前动工。

“以前三河是‘村干部在干，村民在一边
看’。”王登榜说，“三变”改革让大家成为利
益共同体，现在大家都拧成一股绳齐心干。

村第一书记李强告诉记者，三河村的
民心变化从到会率就可见一斑：以前村里
开会，能到齐一半就算不错；现在一叫开
会，许多人请假回来，在会上还主动为村里
建言献策。

“三变”改革的顺利推进，让村里发生
了巨变，也锻炼了干部。

村支书邱世明说，“三变”改革前，大家
都是按部就班地工作。一遇到事，群众就
是一股怨气冲向干部，村里事干部得“求
着”村民干。

这几年村里变化大，分红的票子也是
实打实地揣进了村民的荷包，村支两委的
威信也树立起来了，从过去的村干部“求
人干事”变成了现在的干部群众“一起干
事”。

“三变”改革唤醒了沉睡的资源，激发
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近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推行两年多的

“三变”改革让25.5万名农民当上“股东”，
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

助推贫困户人均增收500元

冬日的清晨，城口县岚天乡岚溪村，群
山在云雾中静谧地伫立着，亿万年未变。

群山环绕中的岚溪村，却因一场新机
制的推行而发生着“巨变”。

“以前最恨这些大山，让我们生活和挣钱
都难。”吕本兴望着群山说，“现在我们一家爱
这些大山得很，它们现在成了‘聚宝盆’。”

“三变”改革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在“三变”改革中，岚溪村建卡贫困
户吕本兴把家里多出的5间房出租给集体
经济组织作民宿，又被返聘为保洁员，再加
上分红，去年他家收入轻松超过两万元。

在“三变”改革中，我市资产入股和股
权量化重点向贫困人口倾斜，推动贫困农
户家家有产业、人人变股东，探索出“三变+
精准扶贫”的模式，每年为贫困人口带来人

均500元左右的稳定性财产性收入。

抱团发展现代农业闯市场

在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从凛冽的寒
风里钻进大棚，暖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大
棚内，黄瓜正在开着小黄花，油麦菜正在发
芽。

“根据前期市场调查，这些都是春节前
后最好卖的菜。”负责大棚管理的农民贺德
中说。

早在几年前，奉节平安乡还是全县最
贫困的乡镇之一。2017年，该村成为全县

“三变”改革试点村，通过“公司+合作社+
示范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引导包
括11户贫困户在内的148户农户将600亩
土地经营权入股到专业合作社；在其他区
域，381户农户将26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
权流转入股到10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
行合股联营，发展蔬菜、脆李、万寿菊等适
应市场需求的特色产业。

“三变”改革将单家独户生产的小农经
济，整合为抱团闯市场的集体力量，带动了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看，这是2017年栽下的柑橘，结的果
子甜得很！”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51岁的
黄孝文对村里的果园发展如数家珍，“听村
支两委这帮年轻人的话，没得错！”

青龙村曾是渝北区有名的“空壳村”。
2017年底，该成为“三变”改革试点村，村支
两委立志要“大干一场”，但村民们却投来
怀疑的目光。

经过实地取经、反复算经济账等方式，
村里的杨德明等老党员最先被说动，分片
包干当宣传员，打消了大家对改革的顾虑。

现在，集体组织经营的现代化水果示
范基地，生产环节实行全程数字化管理；请
专家打造“花园式果园”、改造房屋风貌、定
期举办民俗活动吸引人气……

“村民收入高了，村支两委说话也有人
听了。”青龙村党总支书记黄志说。

据了解，目前全市137个试点村集体
经营收入村均达到20万元，扭转了集体经
济无钱办事的局面，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
力、号召力、战斗力得到有效提升。

位于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的“猪圈书屋”，
游客和村民在休闲、看书。（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摄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
“三变”改革是符合市场
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
济运行新机制。近两年，
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三
变”改革均作出重要部
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
作要求，2018年以来，我
市 137 个村进行改革试
点，推动农村旧貌换新
颜。

核心提示

沙坪坝区三河村盘活闲置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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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改革三变改革

25.5万名农民享受“三变”改革红利

城口县岚天乡岚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大
会现场。（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孔德萍 摄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各
省市自治区总结推广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经验。

1月4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市委常委

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强调指出，
要扎实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深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实施农村

“三变”改革。

2月27日
市委、市政府发文要求稳步扩大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2019年每个区
县增加2-3个村试点，到2020年“三
变”改革试点覆盖10％左右的行政村。

4月8日
我市印发《2019年扩大农村“三

变”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6月5日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批复重庆

市整市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

7月17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市委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体调
研考察学习交流会议上强调指出，要
在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上下功夫，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试点。

7-8月
市农业农村委分三个片区召开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12月
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编撰《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案例集·农村“三变”改革专刊》。

大事记

数读

137个
2017年12月，我市部署和

启动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截
至2019年底，全市试点村累计达137个。

本版稿件由记者罗芸采写

丰都县三建乡夜力坪村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工
人在硬化社道公路。2018年，全村50余户村民以
土地入股，发展西瓜、南瓜、萝卜、油菜等周期短、见
效快、风险小的产业项目，确保稳定增收。（本报资
料图片） 通讯员 熊波 摄

8.2万亩
全市137个试点村

累计入股耕地8.2万
亩，累计盘活集体林地、草地、水域、“四
荒”地2.1万亩，闲置撂荒土地3.1万余亩，
闲置农房等872套，集体经营性资产1.4
亿元，打造了一批助农增收的特色优势
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