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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生驱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

标，如何带领小农户走上致富路，成为关键环节，将小农

户再组织化，抱团发展，成为可行的路径。从D村的案例

中可以看出，党支部在带领小农户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组

织和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

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带动小农户共同富裕指明

了方向。一个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不仅能够有效承接政

府政策扶持，而且能够激活乡村内部资源，尤其是土地资

源的盘活和分散、小农户的再组织，实现乡村内外资源的

最大整合，为引领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内

在驱动力。

2、外部催化：政府政策支持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在以多

种形式推动资源下乡的同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

政策，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小康再到乡村振兴，政府的扶持

政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起步阶段发挥了重

要的催化作用。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经济帮扶为农民提供

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行政赋权，给予村两委、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一定的权力，特别是在集

体产权改革方面进行放权，为激活乡村各类资源要素提供

政策空间，但要做好指导和监督工作。D村正是由于在当

地政府金融部门的行政赋权下，成立了资金互助合作社，

为彩椒产业的发展壮大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3、基础支撑：发展特色产业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再次强调，

农村特色产业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

农村特色产业前景广阔。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发展适宜的

特色产业是支撑，没有产业的支撑，即便政府投入大量的

资金也只能够在短期内改善乡村面貌，不可能产生持续的

发展动力。所谓输血不如造血，打造适宜当地发展的产

业是实现乡村持续发展的动力源。D村处在大棚主产区寿

光，种植特色蔬菜五彩椒，成立三个合作社，夯实特色

产业发展的基础，既避免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获得了

更多的利润。

4、利益共享：塑造利益联合体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挥集体经济“统”的作

用。“统”指的是统一服务。通过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

务，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实行标准化、规模化、

产业化经营，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解决农业

小规模生产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提高农业

生产效益；将大量分散的小农户内部化管理，利于协调农

户关系，规范农户行为，提高产品质量；便于推广应用先

进的农业科技，解决单个的小农户难以运用农业科技的问

题；代表广大小农户与其他市场经济主体进行交易，最大

限度地维护小农户的利益。另外，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还

可以保证村集体收入增加，为村里公共服务建设提供物质

支撑。D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对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实施“六个统一”，即统一培训、统

一农资、统一检测、统一建档、统一管理、统一结算，涵

盖从生产、销售到结算的全部环节，为小农户提供了全方

位的社会化服务，充分保障了小农户的利益。D村通过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农户分享收益，增加了集体收入，为

发展本村公益事业和改善民生提供了物质支撑。

坚持分户经营。“分”指的是分户经营。农业生产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是种植业，易受自然条件变化的影

响，需要农业生产者经常性和及时性地照料，需要农业生

产者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另外，由于农户在农业

生产中的劳动付出不像工业生产，可以分别计量生产过程

中各个环节上劳动者付出的有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农户

的全部劳动只能体现在农产品的最终产量上，导致产生了

农业分工中巨大的交易成本、分配成本和管理成本，而家

庭经营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D村党支部领办

专业合作社，坚持分户经营土地，把集体和单个农户以股

份合作的形式塑造利益共同体，以股权的形式建立村民与

集体间的利益联接和分配机制，成为带动小农户共同富裕

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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