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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集体经济基础 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姚东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党委 

吴中区甪直镇位于苏州市东南，是典型的江南古镇、鱼米之乡，也是国际慢城、中国第一批特色小镇、全国重

点镇、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园林城镇，素有“神州水乡第一镇”之称。近年来，甪直镇紧紧围绕中央和省

市区委关于乡村振兴发展的部署要求，制定实施了乡村振兴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并围绕集体经济、生态农业、特色

农旅三个重点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稳定持续的源泉动力。 

坚持集体经济为基 

培育富民强村增长极 

紧紧围绕集体经济这一群众最关心、最影响获得感的工作，破解难题、理顺机制、盘活资源，为产业发展夯实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攻坚重点难题。紧盯欠缴少缴租金、租赁发包不规范等突出问题，集中精力开展“三资”管理攻坚年行动，

通过电话沟通、上门催收、发送律师函、解除合同、收回资产、司法途径等多种举措层层递进、全面推开，村级当年租金收缴

率从往年的 80%左右提高到应收尽收。借助“263”“331”等抓手，高标准、高要求试点推动“531”综合整治，对于产业结构

层次落后、存在安全环保隐患、产出贡献较低、厂房破旧等方面问题开展集中清理腾退，环保、安监、招商等职能条线联合严

把“入口关”择优引进企业，推动集体经济转型升级。 

加强制度内控，形成良性循环。在集中开展租金收缴清理整顿基础上，制定出台《甪直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试

行）》《甪直镇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并创新实现“四个统一”：资产资源租赁统一使用区级制定

的合同文本；统一由镇级制定指导价；统一通过区级资产交易平台租赁交易；统一租金收缴时间节点（租金 10万以下一次性付

清、10 万以上分两次付清）。探索开展村（社区）集体资产集中经营管理，逐步将村（社区）集体资产委托镇级经营管理机构

统一管理，变分散经营模式为相对集中的经营管理。将村级财务由村财中心代理记账转变为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代理记账模式。 

谋划抱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因地制宜推动规划建设区集体经济发展，让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规划建设区外

针对破旧厂房、堆场码头等分布散、定位低、效益差的建设用地，制定“三优三保”（土地复垦）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0年

复垦 127个点位 860多亩，腾出规划空间、土地指标到规划建设区内集中利用，对于村级复垦腾出指标的每年可获取 5万元/亩

奖励，各村每年可分得 200 万元的普惠性分红。规划建设区内镇村抱团统一建设产业载体、发展集体经济，近几年镇级层面结

合主导产业发展，统一开发建设了 60 多万平方米的模具装备产业园、“润”字系列商业楼宇、汽车 4S 店等市场化项目载体，

引进了一批模具装备、智能制造行业龙头企业，You+国际社区、全季酒店、阿里跨境电商服务中心等生产性、生活性配套服务

业，实现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探索推动集体经济与大型国内民营龙头企业、国资公司开发工业项目、工业地产，通过经

济发达村和相对薄弱村“多带一”抱团发展开发建设工业地产，实现每年 10%左右的投资回报率。2018 年，全镇集体总资产达

93亿元，村均稳定收入 1550万元，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5.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3.7万元，增长 6%。 

坚持生态农业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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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三水一绿”金品牌 

依托澄湖农业园省级现代农业园平台，做大做强水稻、水产、水八仙、绿地湿地“三水一绿”特色农业品牌。 

突出品牌导向，推动农业特色化发展。落实 1.2万亩优质水稻、3万亩高效园艺、1.15万亩特色水产、2400亩生态林地“苏

州四个百万亩”任务，完成 1.3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并实施新一轮 5500亩高标准农田、3500亩标准化池塘改造，规模化连片生

产种植“水八仙”“有机水稻”等原产地特色品牌，每年小麦水稻总产量 5800吨，水产产量 500万公斤，“水八仙”总产值达

2.8亿元。开展同清华深圳研究院、江苏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培育“南芡”等一批高产优良品种，目前已有省级

知名农产品品牌 1个、有机农产品 1个、绿色农产品 3个，“水八仙”成为江苏省十大畅销产品，芡实入选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连续 6次入选国家极地科考选用产品。 

突出项目主导，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积极配合实施苏州市长三角绿色农产品配送基地项目，逐步配套发展特色农产品原

产地深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链，引进鑫益丰、吉和坊等精深加工特色农业企业，建设打造市级蔬菜基地、区级高效稻田种养

基地，打造农业气象、信息技术、农技推广、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农机信息化服务平台，建成服务覆盖全镇的澄湖农业生

产综合服务中心、10个益农信息社，涉农行政村社区农业信息化覆盖率达 100%。 

突出协同参与，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积极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合作农场、大户种植、农民承包等方式引导村民

种植“水八仙”等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成立江湾村水八仙、澄墩村金山特种水果、澄东村水稻等一批专业合作社，组建 9 家劳

务专业合作社，搭建劳务就业平台，形成“园区+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富民增收发展格局，江湾村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水八仙”等经济作物亩均收入可达 1万元。2018年，各类合作社分红 1.27亿元，户均分红超 8000元。 

坚持农旅融合为魂 

擦亮“国际慢城”新名片 

依托国际慢城金字招牌，推动农村产业和乡村环境融合发展，展现五谷丰登、三产融合、村强民富、宜居宜业的现代乡村

景象。 

建好美丽乡村，营造宜居宜游大环境。保留原生态河湖林田的乡村肌理风貌，修复提升整体环境，打造原汁原味的田园成

景、古树小桥、人家枕河的鱼米之乡。坚持水绿并行，每年疏浚近百条镇村河道、新增各类绿化约 200 亩，完成 119 个村庄环

境连片整治、144个自然村污水管网接管，其中保留村庄实现全覆盖。分批建成 48个美丽乡村，2020年可实现 113个保留村美

丽乡村全覆盖，形成湖浜村田肚浜省级特色田园乡村试点、瑶盛村东浜省级传统村落等典型示范。同苏州园林集团合作打造澄

东村西塘自然村落，进行整体环境提升、产业导入，吸引更多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乡村集聚，探索融合农贸、文创、

旅游、社区功能的文旅新模式，打造乡村振兴发展的典型示范。 

精心建设点位，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依托 11 公里澄湖生态大堤、9 公里慢行步道驿站将美丽乡村、景观节点、农旅项目

串点成线，精心装点澄喜花田、三色花田等景观节点，打造澄湖水八仙生态文化园，华东首家水上机场、苏州市第二家澄湖航

空飞行营地，整体打造提升瑶盛耕趣农乐园、节子浜飞甪农庄 2 处共享农庄，推动探索现实版“开心农场”等新兴业态模式，

提供农事体验、远程种植、民宿度假等服务体验。当地村民通过农房使用权让渡，既可获得 7万元/年的资产性收入，还能释放

出富余劳动力实现劳务性收入。制定特色民宿、农家乐扶持管理办法，鼓励引导农民主动参与农旅业态发展，激活村民意愿、

市场活力，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 

坚持要素统筹，营造全域旅游新格局。统筹加强全镇旅游资源的整体规划、整体推广、整体管理，制定全区首个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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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将古镇文旅、生态农旅等全域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设计推出适合不同群体的旅游产品，通过纳入“苏州好行”精品

旅游线路，进一步融入全市全域旅游发展。充分发挥镇综合指挥中心智慧旅游平台作用，实现对景点热度、人流数据、旅游偏

好等方面数据的实时反馈、分析研判，成功举办中国长三角航空运动嘉年华活动、澄湖国际慢城油菜花节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

赛事，通过活动带动资源整合、项目提升。2019 年“五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国际慢城、古镇景区接待游客流量同比增长 70%，

叠加效益日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