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日，旌德县马家溪森林公园，清新空气、幽森
树林、洞洞溪流引得游人不住赞叹。

据实时监测显示，当天下午 4 时 36 分，空气中
负氧离子含量为每立方厘米 3918 个。据负责人介
绍，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 1000～1500 就是新
鲜空气，山内溪流比较好的地方，负氧离子会更高。

该公园以前只是一座生产林木的林场，旌德县在全
省首先推出林长制，突出“建、管、用”作为推行林长制的
抓手，围绕增绿增效、管绿护绿、用绿富农工作。

旌德县林业局长徐文胜告诉记者，“马家溪森林
公园空气清新，负氧离子非常丰富，各类动植物繁
多，加入管理模式，引导林农共同参与马家溪森林
公园建设，通过整合周边孙村镇、白地镇 9681 亩林
地，以保底分红的模式增加农民收入，每年可为当
地农民增收近 15 万元。实现了从追求木材生产经
营的经济效益为主，转向追求生态环境提供休闲服
务为主。”

目前，马家溪森林公园正在申报国家级森林公
园，努力打造集红色旅游、人文景观、地质景观、森林
景观为一体的观赏景区。

据 悉 ，宣 城 市 下 辖 的 旌 德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5.83%，林木绿化率达 69.27%。曾先后荣膺“全国造
林绿化百佳县”、“全国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先进单位”、

“国家级生态县”、“中国森林氧吧”。2017年6月2日，
在全省县级层面率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
意见（试行）》，正式全面开展落实林长制各项工作，力
促“山更青，权更活，民更富”。

由县委县政府领导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林长，建
立“1+1+N”格局——“1”指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沿

路森林带、森林长廊），由分管副县长负责，任林长；
“1”指沿河森林带，由分管副县长负责，任林长；“N”
指若干重点森林，由县委常委分别负责，任林长。

林长既管生态也管发展，树立林区即景区的概
念。落实“建、管、用”三位一体机制，确定林长制“3+
3”职责。明确县、乡、村，国有、集体、个人，建、管、用
具体内容。“建”就是要创造绿水青山；“管”就是要守
住绿水青山；“用”就是要变成金山银山。

据了解，旌德县已制定完善林长制考核评价体
系，将林长制纳入目标管理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价
党政领导班子政绩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林长制”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马家溪森林公园的实时数据监测 现在的花园村建设

旌德县的湖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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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全面深化改革 激发发展活力

简政放权、农村“三变”、林长制改
革……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宣城
市围绕全市改革发展大局，把准改革
方向，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期盼，
坚持规定动作规范做，自选动作创特
色，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改革红利
不断释放，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不
断提升。

▋本报记者 文/图

当前，农村大量“沉睡”的集体资
产无法进入社会经济领域进行有效运
转。“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发端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三
变”改革，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受到
了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三变”，就是通过资源变资产，将
集体土地、林地、水域等资源要素和闲
置的房屋、设备等，通过一定形式入股
经营主体，按股分红。通过资金变股
金，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将各级各部
门投入到农业农村发展生产的财政资
金，在符合资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在
一定范围内进行整合，量化到村集体和
农户，通过契约合同入股的方式，集中
投入到经营主体，按股比获得收益分
红。通过农民变股东，让增收的渠道多
起来。引导和组织农民自愿以土地（林

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等生产要
素，通过协商或者评估折价后，投资入
股经营主体，按股比获得收益分红。

2017 年年初，宣城市委常委会研
究《2017 年宣城市农业农村工作要
点》，要求将农村“三变”改革作为农村
改革的主要内容，扩大试点。

“通过‘三变’改革，以股权为纽带
把各种资源要素整合，推进了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了一批特
色优势产业，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了解，目前宣城市除 4 个省级
试点村外，已有 17 个村结合实际探索
开展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改革，包括旌德县三峰村等
11 个村，宣州区的花园村、巷口桥村、
山河村，绩溪县的兵坑村，广德县的
桃源村，宁国市的津南村，实现了集
体经济有效增长。其中宣州区花园
村、巷口桥村率先完成并成为全省样
板，巷口桥村于今年 4 月份实现了 80
万元分红。

“今年不仅进行了第一次分红，巷
口桥村还完善了包括新农合代缴、重
大疾病补助、意外伤害补助、学业奖励
在内的10大项村级惠民政策，2016年
村级惠民政策支出超过40万元。”巷口
桥村委书记祖朝娟说。

宣城市澄江街道花园村是个典型的城中村，下辖
6个村民组，户籍人口1153人。

该村绝大多数土地被征迁，大部分村民也因此成
为无岗、无技、无田地的“三无农民”。留存于村集体
账户上的 1000 多万征迁款怎么使用？一次性分掉，
断了“子孙粮”，倘若不分，谁来管，怎么用？

2012 年，花园村两委外出考察学习，并多次召开
会议，在取得村民们的理解与支持后，股改工作正式
启动——2013年5月23日，召开了花园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成立暨第一次全体股东代表大会，该村1153名村
民变股民；2014 年 5 月，安徽花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花园村成为全省“股改第一村”。

安徽花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经宣城
市政府批准，花园村先后获批建设总面积 20861 平方
米的村社区服务中心暨经济发展用房项目和总面积
3170平方米的村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中心项目，花园村

正式加盟深圳维也纳国际酒店，其中包括宾馆酒店服
务和餐饮服务。花园村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中心则用
作经营社会化养老项目——幸福花园老年公寓，公司
三个项目先后投入运营。

2016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2013 年的 10.5 万元
增长到 628.4 万元，增长近 60 倍；村民人均收入也由
2013年的5245元增长到18379元。

“以往村民对集体资产看得见、摸得着，但管不了，如
今村民能管得住，‘沉睡’的集体资产一下子活了起来。”
花园村党总支书记李开富表示,“花园村顺利完成了规划

‘三步走’，第一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第二步完成集体经
济股份制改革，第三步探索自主经营实现股民分红。目
前公司发展态势良好，项目前期收益用于发展投入的同
时，实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及大学生的奖扶力度
的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根据公
司发展情况，预计至2018年底将考虑第一次分红。”

村民变“股民”，资产“活”起来

“三变”改革
催动经济增长村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