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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乡村振兴：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

与启示
1
 

马浩淼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我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成都郫都区战旗村改革开放后一直致カ于集体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当

下更是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其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在于党委领导班子的建设、政策机遇的把握以及群众路线的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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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确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壮大集体经济。按照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截至 2016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收入村均 76. 2 万元、支出 50. 1 万元，55. 9 万个村中没有经营收益或经营收益在 5 万元以下的“空壳村”有 41.8 万个，

占村总数的 74.9%。战旗村作为集体经济示范村，起到了带头作用。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郫县战旗村工作，充分

肯定了战旗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工作，也为新时代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1 战旗村概况 

唐昌镇战旗村地处横山脚下，柏条河畔。位于郫都区、都江堰市、彭州市三市县交界处。全村有耕地 1903亩，幅员面积 2.06

平方公里。9个农业合作社，506户农户，1704人。村党支部下设 9个党小組，有党员 67人。全村有 8个集体企业(全部实行租

赁经营），5个私人企业。地区生产总值 1.347亿元。村集体自有资金 1280万元（固定资产 820万元，货币资金 460万元)。 

2 战旗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及成效 

2.1战旗村集体发展历程 

根据笔者实际调查和访谈，了解到 1950年—1965年，战旗村名为集凤大队，主要发展农业。在第一任书记的带领下实行条

田改土，规划水利、公路、土地等。1966年更名为战旗大队，1978年—2000年是土地联产承包时期，开始发展エ业，建立全村

第一个砖厂，村民集体出钱，并办了肥料厂、面粉厂等。2001年以后，进行产权治理与开发土地资源，2006年，村委会引导村

民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了战旗村农业股份合作社。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重新修建了文化大院。2010年战旗村投

资建设了妈妈农庄项目，2015年，抓住政策机遇，实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公司合作，每亩使用权为 52万元，期限为

40 年，对战旗村进行一次性付款。目前战旗村实行一、三产业联动发展，以旅助农的方式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形成了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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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农业产业模式。目前战旗村 1704人，人均收入达到 2.8万元。 

2.2战旗村振兴路径及成效 

根据笔者对战旗村的实地调研，了解到战旗村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具体的经验做法的，主要从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

织这五个内容展开分析。 

(1)战旗村产业振兴。通过调查，战旗村的产业振兴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抓好农村改革、发展集体经济、解决产业发展对环境

的影响多项措施共同实行。以对农户进行思想引导教育、奖励模仿农户为主，提高农户思想认识。目前，战旗村已经实行农商

文旅结合的模式，推进产业的融合发展。 

(2)战旗村生态振兴。在生态方面，战旗村早在 2001 年后就开始产业转型，关闭了五家污染企业并实行垃圾分类处理的方

式，大力治理战旗村面源污染，实行户收集、村集中、镇清运的方式处理垃圾。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定期对农民进行生态

保护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全面实现生态旅游的品质，营造ー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2.3战旗村文化振兴 

在文化振兴方面，战旗村构建“高校+支部+农户”机制，连续 11年开展大学生进村入户活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更新了农民的思想观念，起到了带动作用。目前村民每户门前都有关于国学经典的标语。同时，战旗村开展了 “农民夜校”培

训,自发组建老年歌舞队、腰鼓队，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开办乡村振兴学院，修建了战旗村文化大院，一天可对 2000 人进行培

训。这些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还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的文化振兴。 

2.4战旗村人才振兴 

目前，战旗村已经揭牌成立起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训基地一一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在乡村十八坊等旅游和产业项

目的打造中围绕教育下功夫，为当地乡村振兴教育理论培训+实践基地的打造提供支撑。在产业发展的同吋，离不开人才的支持，

战旗村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战旗村针对自己特有的产业和品牌，引进ー批适合战旗村发展的人才，为吸引人才也出台了一些

列的政策，对外来人才的生活提供保障。 

2.5战旗村组织振兴 

战旗村在乡村振兴的发展中，充分发挥了村级组织先进的带头性作用，并且有ー套自己的村支部人才培养模式，选举有高

超治理能力的人来担任村支书，充分显示了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要求。战旗村实行五权分立的摸式，由村党支部提出，全村

村民同意，村委会执行，由乡贤成立的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最后确定实施。战旗村的领头人善于抓住政策机遇，外出借鉴学

习，不断开拓创新，吸收先进的理念和发展经验，找到适合战旗村的发展模式，带领战旗村村民共同富裕。 

3 战旗村振兴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3.1领导班子带头，创新基层治理 

战旗村之所以成为乡村振兴示范村，是因为领导班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旗村八任书记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落到实

处。第一任支书将大兴最先带领村民进行村庄建设，第二任书记罗会金，首先带领村民进行土地规划，成立了农机站、提高了

文化生活、试图实行农户集中居住的摸式，受到了县政府的重视和表彰。第三任书记李世炳，鼓励村民建设新村，让家家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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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住上舒适的新房子。第四任书记杨正忠，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了集体企业。第五任书记易奉

先，跟随中央政策，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创办企业，直到第八任书记，一直延续引领党中央号召的宗旨，为战旗村村民谋福利。

习总书记在视察时也提出，任何地方搞得好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集体的发展不仅需要ー个公平公正的基层治理制度，

更重要的是要有ー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3.2抓住政策机遇，促进乡村振兴 

战旗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一直注重三农问题，中央、省、市、县

都出台了相应的惠农政策。抓住政策机遇来发展农村经济，是战旗村的一大亮点。战旗村通过实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集体资

产股份制度改革等，让战旗村 1704人，都成为了村集体资产股东，实现了共同富裕。战旗村及时抓住政策机遇，敲响四川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第一槌”。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二十字方针的总要求，其内涵相当广泛及丰富，政

策支持力度也将更大。所以，应该紧跟国家政策,把握政策机遇，促进乡村振兴的快速发展。 

3.3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坚持走群众路线 

政府为了支持农业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许多地区农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同时

也是思想上的贫困，战旗村在转变农民思想观念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和措施。构建“高校+支部+农户”机制，通过年轻的大

学生群体，带动农户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对政策的了解，从精神上有一些新的转变。坚持党的领导，更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以

战旗村村民为中心，抓住惠农政策机遇，确保工作的深度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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