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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多云转阴，北风转东风2～3级，1～10℃ / 10日，阴局地有零星小雨雪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1～5℃ / 11日，晴转多云，北风2～3级，-6～4℃ /

“今天下午，藕汁加工生
产线就能安装完成，再过几
天就可以试运行。另外，藕
片生产线，我们正马不停蹄
推进中……”12月7日一早，
临淄区凤凰镇大薄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钟建广就
来到正在装修的莲藕深加工
厂厂房，和工人们一起组装
设备。

大薄村莲藕深加工厂位
于距离大薄村文化广场500
米左右的村西头，投资300
万元，占地4000多平方米，
是村里今年新上的项目。

摸清“家底”精增收

“刚上任时，像北金、南
金企业多的村子每年集体收
入上千万元，我们村年集体
收入才10万元左右，全都依
靠土地流转。邻村福利多，
我们只能在春节、中秋节给
村民发福利。因为村集体
穷，每次去镇上或区里开会，
老抬不起头来！”钟建广对此
记忆犹新。

“以前村集体没有钱，群
众的实际问题解决不了，村
里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建设也
保障不了，村干部们说话没
人听，干事没人跟，现在集体
收入多了，村民有了盼头，我
们开展工作也有了底气。”提
及村里的变化，钟建广的言
语中充满了自信。

2014年，钟建广等“两
委”班子上任时，大薄村的集
体经济与附近的富裕村相比
就是“贫困户”。钟建广上任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清底
数：经过盘点，村里的集体资
产主要有苗圃租赁、土地流
转、面粉厂租金等，最终通过
行政、法律等手段增加村集
体收入3万多元。此后，村里
通过精心梳理各类资产按照
市场化运作，最终实现了集
体利益最大化。

“从2018年起，山东鹏
达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鹏达环保）的土地租赁
费成为我们村最大的收入之
一，再加上其他各类收入，目
前，村集体年收入22万多元。
村民福利节节攀升的同时，
村里的文化广场也进行了升
级改造，村里还买了两个大
鼓、镲、锣等乐器组建了锣鼓
队，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
活。”钟建广说。

一根根藕盘活旧厂房

中午11点半，大薄村文
化广场上，75岁的王慧贞和
几位“老姐妹”聊天，她并不
着急回家做饭。一会儿，她
准备到村里长者食堂去吃。

大薄村的长者食堂是村
里去年建设的。大薄村65岁
以上的老人共有268人，按照
村里的规定，70岁以上的老
人免费吃，65—70岁的老人
2元钱就可以吃一顿营养午
餐，这样的好事王慧贞以前
想都不敢想。

“目前，仅长者食堂和村
民福利两项，村里一年的支
出就近21万元。”与淄博大多
数村庄相比，年收入22万元
已经比较高了，但钟建广面
临的问题是“钱不够用”。

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
极大地制约了村集体经济壮
大和村民的发展。如何能因
地制宜让村集体增收、村民
腰包更鼓，成为钟建广一直
思考的问题。

而村里原铸钢厂闲置了
6年的厂房如何利用，也纳入
了钟建广对大薄村未来发展
的规划。铸钢厂闲置厂房的
盘活则得益于一根根藕的
商机。

凤凰镇一直有着种藕的
传统，以大薄村、南罗村、王
桥村等为最。如今，全镇莲
藕种植规模2000多亩，产量

废旧厂房

农村集体老旧办公用房、厂房、“四荒”地、闲散院落、集体建设用地等资产不少。实现村集体增收，必须要
把握产业特点，找准路径，精准引导资本才能实现共赢。临淄区凤凰镇大薄村通过盘活闲置厂房，不仅引来资
本和技术，还实现周边莲藕种植户增收，带来税收收入等。如此，村民、村集体、企业和政府的利益紧密连接在
一起，走出了“共富路径”以及“企业+村集体+村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显然值得更多地方借鉴学习。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吉宝 李鸿斐 通讯员 董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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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淄博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会上交流了经验做法，研究部署相关
工作。其间，与会同志观摩了淄川区、临淄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现场。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临淄区强化顶层设计，注重
“共富原则”，探索出区、镇、村三级书记抓集体增收新模式，并梳理形成了土地托管型、龙头带动型、资产盘活型等9种比较成熟
的发展路径，走出了“以资源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之路，依靠农村生产力的自我发展和外部资源的综合利用，变“输血”为“造
血”；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近500万斤。单纯卖藕效益
较低，凤凰镇党委政府决定在
深加工上下功夫。通过多方
考察，最终与江苏省扬州莲顺
食品有限公司（简称莲顺食
品）对接，双方一拍即合，大薄
村出厂房和部分资金，莲顺食
品则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
共同建厂。

“藕汁生产线的设备已经
基本到位了，我们正在对厂房
进行精装修。我们这个项目
主要生产藕汁、藕粉、藕片、南
方江阴菜等，普通藕最高能卖
2元/斤，经过深加工制成的糯
米藕可卖到8—10元/斤。项
目稳定运营后，企业一年增收
100多万元，可为村集体增收
50余万元。同时，还可提供
至少50个就业岗位。”在施工
现场，莲藕深加工厂项目负责
人钟鹏说道。

“莲藕深加工满负荷生产
后，预计将产生藕渣500吨/
年，将来这些藕渣可以卖给鹏
达环保循环再利用，用作制备
活性炭的原材料，也是为村集

体经济增收的途径之一。目
前，我们正在和企业方进行深
入交流。”说到项目投产后的
附加效益，钟建广满怀憧憬。

钟建广所说的鹏达环保，
正正是是前前面面提提到到的的山东鹏达生
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淄博本地环保行业龙头企业，
企业生产活性炭的重要原料
之一就是藕渣。

“从环保层面来说，藕深
加工所产生的藕渣很难处理。
我们将藕渣回收后用作沼气，
一部分用来做天然气的原料，
另一部分，藕渣发酵后会产生
大量的沼渣废弃物，而沼渣中
含有大量的有机养分以及丰
富的营养元素，利用沼渣为原
料，能够制备出活性炭的炭材
料。大薄村这个莲藕深加工
项目产生的藕渣作为生产原
料，既拓展延伸了藕的产业链
条，也成为我们企业助力周边
农民增收的方式之一。”鹏达
环保综合部副部长李建表示。

随着项目的落地，不仅盘
活了村里的闲置资源、带来了

租金收入，还为周边村民带来
了就业机会。

“出门100米左右就是厂
区，每月工资和外面打工差不
多，等这个项目建成了，我也
想来试试。”年过半百的村民
钟安法家就在厂房附近，现在
他每天骑20多分钟的电动车
到别村的一家企业上班。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
民收入是关键。。大薄村通过
村里的闲置厂房和支部领办
合作社资金入股莲藕深加工
公司，不仅实现了集体增收，
还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用地
难’‘用工难’问题，可谓是一
举多得！此外，莲藕种植美化
了环境，实现了夏天有旅游收
入；秋季采藕出售鲜藕；莲藕
生产加工出藕粉、藕汁；藕渣
再通过鹏达环保生产出活性
炭，这样实现了整个链条的吃
干榨尽，莲藕的深加工实现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淄博
农村农民增收打了个样。”凤
凰镇党委书记于海南表示。

荷荷塘塘美美景景尽尽收收眼眼底底。。

大大薄薄村村莲莲藕藕深深加加工工厂厂车车间间，，待待
安安装装的的生生产产线线设设备备。。

临临淄淄大大薄薄村村通通过过资资源源盘盘活活大大胆胆蹚蹚出出““共共富富路路径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