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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腰杆”硬，乡村振兴底气足。

从活力迸发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到生

机勃发的强村富民公司，再到意气风发的

特色产业联盟，近年来，萍乡市湘东区不断

开拓新思维、探索新路径，以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为伏笔，在乡村振兴中尽情挥毫泼墨，

描绘出一幅业兴人欢的“百里山川图”。

破题——集体经济怎么搞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压舱石”。“集体经济搞不好，农

村肯定没有活力！”采访中，湘东区一些村

干部坦言，过去有一些软弱涣散村，由于集

体 经 济 薄 弱 ，基 础 设 施 多 年 难 有 明 显 改

善。相反，一些强村、富村，村干部一呼百

应，凝聚力和战斗力非同一般。

“我们从强弱对比中查找症结、分析

原因、总结经验，用以指导集体经济在发

展上破题。”湘东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

当务之急是要顺应时代之变，让集体经济

摆 脱 外 部“ 输 血 ”依 赖 ，增 强 自 身“ 造 血 ”

功能。

近年来，湘东区开展了多轮专题调研，

摸清了全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逐

村剖析了问题短板，围绕村级集体经济从

“稳住”到“做强”转变，通过做实做强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探索盘活资产资源、规范土

地流转、承接公益项目、强化产业带动、发

展置业投资等模式，切实增强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综合实力。

作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 1.0 版 ，农

村专业合作社曾在湘东区各行政村遍地

开花，但其短板十分明显，特别是农村专

业 合 作 社 参 与 市 场 行 为 受 到 诸 多 限 制 。

基 于 此 ，该 区 指 导 各 行 政 村 摆 脱 路 径 依

赖，探索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0 版，鼓励

有 条 件 的 行 政 村 单 独 组 建 强 村 富 民 公

司。然而，在实践中，强村富民公司面临

不少“成长的烦恼”。

不少强村富民公司基本靠政府“投喂”

项目，且存在产业定位不清、地域固化明

显、职能部门缺位等情形。为寻求破解之

道，该区跳出“就村抓村”的窠臼，先行先试

推出特色产业联盟，旨在打破产业、区域、

行政壁垒，着力为乡村振兴蹚新路。

这意味着，湘东区壮大集体经济 3.0 版

上线。

定调——产业联盟怎么建

作为一种全新尝试，湘东区的特色产

业联盟，是当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

同富裕道路”的必然选择。

“党建赋能产业联盟模式，一头连着组

织，一头连着产业，是党建工作促进村级良

性发展的具体体现，对推动区域多类主体

抱团发展、发挥聚合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湘东区委书记何超评价说。他认为，特色

产业联盟，瞄准部分村级集体经济竞争同

质化、项目盲目化、品牌低端化等实际问

题，通过靶向施治，实现了要素整合、混合

经营、全链生产，推动党建工作与村集体经

济发展同频共振、互融共促。

基于区情考量，按照“一村一品、一镇

一业、一业一联盟”产业布局总方向，湘东

区组建了文旅、“湘东做东”IP 品牌、种业产

业三大产业联盟，采取“大联小、强联弱、政

联企、近联远”等合作方式，促进资源共享

抱团发展。

将党委建在联盟上，是湘东区打造产

业联盟的关键一招。该区分别设立产业联

盟联合党委，由分管的县级领导担任联合

党委第一书记，牵头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

联合党委书记，各乡（镇、街道）党（工）委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同志任委员，

并同步建立产业联盟联席会议制度，研究

决定重大事项，解决产业发展实际困难，一

体推动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等工作一体化

运行。

产业联盟，如何做到联得了、联得好？

湘东区一方面持续整合各类政策、资金、项

目、人才等资源，推动硬件设施、数据资源、

市场信息等要素集约、资源共享。该区按

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协同推进、合力发

展”的标准，充分整合组织、农业、林业等部

门项目资金，优先向联盟产业倾斜，形成资

金洼地效应。该区还建立问题收集、交办

和处理机制，协调产业联盟解决资金紧缺、

技术薄弱、销路不畅等问题，建立常态化调

度督办机制，推动区域规划同步制定、项目

同步实施、问题同步解决。

日前，记者走进“湘东做东”产业联盟

旗舰店，只见 600 平方米的展厅里，150 余

种农副特产摆放齐整，显得十分气派。“湘

东做东”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

人周方舟介绍，该区已将全区各乡镇纳入

“湘东做东”IP 品牌产业联盟，并依托旗舰

店统一售卖各地主打农副产品。“这些产品

都来自湘东，集中了全区特产精华，自开业

以 来 营 业 额 超 过 了 300 万 元 。”他 自 豪

地说。

开局——运行效果怎么样

随着三大特色产业联盟的落地，湘东

区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全力构建

覆盖区、乡（镇）、村、组、企业等主体的利益

共同体，让资源在联盟中聚合，让优势在联

盟中释放，焕发农村集体经济新活力。

“我们依托多元化的产业联盟，不断完

善联农带农机制，叠加释放强村、富民、惠

企综合效应，加速从‘共有’向‘共富’的实

质性转化。”湘东区领导话语铿锵。

近日，走进湘东区村播孵化基地的直播

电商运营中心，只见热闹的直播间内，主播

正对着镜头介绍产品，一旁的工作人员则根

据订单忙着打包、发货，忙得不亦乐乎。

作为“湘东做东”IP 品牌产业联盟旗下

的重要电商基地，这里汇聚了该区主要的

农 副 产 品 ，并 通 过 直 播 平 台 走 进 千 家 万

户。临近春节，湘东区有关部门开始紧锣

密鼓地筹备“湘东做东 村播年货节”，届时

将在这个电商基地启动相关活动。

“湘东做东”IP 品牌产业联盟的活力迸

发，让人惊喜，做到了产业底数更清晰、产

业结构更科学、产业发展更通畅，有效补

齐、补强了农村专业合作社、强村富民公司

的短板，形成了分工明确、链条完整的全产

业有序发展的良好态势。横岗村食品厂

“田哥说”土特产自去年背靠“湘东做东”IP
品牌产业联盟后，经过统一包装，年销售额

达 600 余万元，同比增长 59%，带动当地 100
余人就业。

种业，是湘东区的金字招牌。今年以

来，湘东区适时成立种业产业联盟，遵循品

种共享、渠道共建、资源共用原则，出台了

一揽子全面支持种业健康发展的良策良

法，让全区种业步入新境界。

萍乡市沣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湘东

区的种业大户，其流转的 4300 亩农田涉及

麻山镇、腊市镇 4 个行政村。加入种业联

盟前，该公司在续签流转合同时，两名村民

借故想涨租金，而恰恰这两名村民的农田

处于插花地带，一旦拒签将影响机械化作

业。公司总经理骆辉与村委会负责人三番

五次上门，一连三四个月下来都没有做通

工作。但随着种业联盟的成立，作为联合

党委的成员单位，湘东区农业农村局了解

情况后立即委派工作人员出面协调，两天

时间就把该公司眼里的“麻烦事”解决了。

“加入产业联盟，有政府职能部门为我们撑

腰，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迎刃而解！”骆

辉感慨道。

深冬时节，行走湘东，水稻已然颗粒归

仓，脐橙灿然挂满枝头，丰收景象仍然历历

在目。抬望四野，到处可见活跃跃的创造，

恰如产业联盟的稳步推进，正为一方水土

注入澎湃的发展动能。

冬日，走进大余县南安镇石桥下

街社区的一条偏僻小巷，映入眼帘的

是一家开了近 8 年的爱心餐厅。餐

厅面积不大，桌椅整洁，爱心墙上贴

满了在餐厅吃饭的老人们其乐融融

的生活照。“我年纪大了牙齿不好，这

里米饭香甜柔软，饭菜清淡、少油少

盐，我吃得很舒心！”正在用餐的 80
岁老人罗名兰笑容满面。

谈及创办爱心餐厅的初衷，石桥

下街社区党支部原书记钟文清记忆

犹新。2017 年 7 月，钟文清入户走访

时，发现 76 岁退休老教师杨六杰患

有眼疾，双目几乎失明。儿子又常年

不在身边，老人孤身一人在家，家中

锅灶还是冷锅冷饭。有着 27 年社区

基层工作经验的钟文清对空巢老人、

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的吃饭难题深

有体会。

在 社 区 创 办 一 家 爱 心 餐 厅 ，为

附近困难老人免费提供午餐！那一

年，刚退休赋闲下来的钟文清决定

为这些老人做点什么。钟文清向家

人商量提出将家中一间出租房收回来开办餐厅，但遭

到家人反对。在丈夫刘效华看来，家里原本就不宽裕，

开办免费餐厅经济压力太大。

“如果没人照顾，这些居家老人的生活该咋办？我

们也有老的一天。”钟文清苦口婆心。爱人渐渐理解并

同意腾出自家出租房。听说餐厅要给社区的一些困难

老人提供免费午餐，母亲第一时间送来 1 万元，爱心人士

捐资 5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还有人送来大米、食用油、蔬

菜等，母亲、婆婆、妹妹成为餐厅第一批志愿者。

天下有免费的午餐？一开始，街坊邻居还半信半

疑。随着就餐老人口口相传，来用餐的老人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一些爱心人士也开始关注到这家爱心餐厅，

想办法帮助钟文清一起把这项公益事业坚持下去。

退休教师谭日芳是爱心餐厅的一名志愿者，她告诉

记者：“我在爱心餐厅做义工，通过与老人们交谈，给予

老人们关心关爱，也让我退休后感到快乐。”爱心餐厅志

愿者退休教师谭日芳告诉记者，每到暑期，自己还带女

儿来做义工。

“钟大姐，今天这么早就来买菜啦！昨天没卖完的菜，

我都留着送给你。”爱心菜农徐红笑着向钟文清招手。

“谢谢！今天用餐人数比较多，我得早点买好菜做

饭。”钟文清笑道。

爱心餐厅楼梯口仓储间内，堆满了大米、面粉以及

花生油等物资。“都是爱心企业捐赠的，还有人送来自家

种的蔬菜。”钟文清告诉记者，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就餐

老人子女等主动捐款，一大批志愿者上门做义工，一些

菜农按进价或免费提供时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餐

厅每天基本可以维持正常运转。偶尔遇到资金有少量

缺口，自己和家人会及时补贴。这些年来，大家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让餐厅一路坚持了下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余，一家爱心餐厅温暖一座

城的故事还在继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萍乡市湘东区打造特色产业联盟探究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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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时节，遂川县枚江镇田野间菜花盛开，大地呈现

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通讯员 李建平摄

南昌文创作品故宫展出销售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我们西湖区残疾人创作的文创作品进入故宫文创融

合馆展出销售，全国游客都能看到我们的作品、买我们的

产品。”近日，南昌市西湖区残疾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

心负责人吴寿国激动地向记者分享这个喜讯。

为了让残疾人有一技之长，在西湖区残联的帮助下，

吴寿国成立了西湖区残疾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心。

“我师从南昌宣纸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顾玉纯，学会宣纸刺

绣后，也带动身边的残疾朋友一起学习和创作。”吴寿国告

诉记者，从最早的几个人学习，到现在有组织、有规模的专

业培训，渐趋成熟。

“我们把中心打造成集培训、创作、销售于一体的残疾

人就业创业平台。从 2022年开办至今，已完成订单 40余万

元。残疾人宣纸刺绣作品在第二十三届北京国际艺术博

览会展出，中心与北京故宫文创销售部达成初步销售意

向。”据西湖区残联介绍，经多次修正，残疾人宣纸刺绣作

品成功入驻故宫文创融合馆。

故宫文创融合馆位于故宫博物院内交泰殿东侧，是故

宫博物院和中国残联共同筹办的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展

览展示馆，馆内的文创售卖区长期为全国残疾人非遗传承

人提供文创产品展示售卖服务，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残疾人

参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湖区残疾人创作

的两幅非遗宣纸刺绣作品——《红墙》《清明上河图》悬挂

在融合馆醒目位置。目前，该中心第二批展出销售的残疾

人非遗宣纸刺绣作品正在创作中。

▲2 月 4 日，许多市民与游客来到南昌动物园观

光游览，享受假期时光。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铖歌摄

▶2 月 1 日，在位于丰城市隍城镇的唯美动物园，

游客观看萌宠表演，与萌宠互动。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假日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