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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样板”。

在 “ 五 联 一 抓 ” 机 制 带 动 下 ， 杨 凌 自 2 0 1 8 年 开 始

探索一村一模式，依托农业资源优势探索村特色产业模

式，培育了高家村樱桃、田西村红薯、田东村火龙果基

地等一大批集体经济产业园，以传统农业助推乡村产业

兴旺发达。五泉镇高家村以发展集体经济为切入点，以

发展特色产业为抓手，将目光聚焦到樱桃产业链上，通

过建设温室大棚等方式，因地制宜发展樱桃产业，推动

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标准樱桃产业基地，创新

了产业发展模式。

互 联 网 和 物 流 的 快 速 发 展 也 为 高 家 村 地 区 的 电 商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互联网电商平台通过资源

整合，进一步加大了对于高家村特色樱桃产业的宣传力

度，为农民提供更为准确的市场供需信息，从而拓宽了销

售渠道，促进了高家村樱桃的销售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二）运行“党建+”模式，推动土地流转助力乡村

振兴

杨凌示范区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为契机，通过“党

建+”的模式，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盘活丢荒、

闲置耕地，唤醒“沉睡”土地资产，推动农业产业化经

营，同时积极做好土地流转摸底调查，最大限度的发挥

土地效益。

杨 凌 组 织 党 政 班 子 成 员 全 部 分 片 到 村 ， 同 步 安 排

部署，组织村两委干部、党员、群众代表召开专题座谈

会、恳谈会，深入农户家中做思想工作，力争土地连片

规模化流转、集约化经营，以更大的力度激发农村土地

资源要素活力。2008年开始，杨凌实施土地银行政策，

农民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土地存在村集体，村集体通过土

地银行把土地流转给经营主体，再将租金返还给农户。

在土地银行基础上，杨凌于2014年成立土地流转服务有

限公司，总共流转土地6.3万亩，土地流转率达 85%。

为了探索更多盘活农村土地的路径，2015年杨凌开始大

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到股权、村民到股东的转变。

通过土地银行、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方式将碎片化的土地

集中起来，同时又建立起土地数字资源库，强化土地科

学化管理，打破土地一村一户的碎片化格局，使得杨凌

土地资源利用与运转效率大大增加，让土地真正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三）创新组织形式，以股份制合作社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股 份 合 作 制 是 杨 凌 整 合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资 源 、 发 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形式。杨凌在清产核资的基础

上稳步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为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和发展规模经济奠定了制度和经济基础。以

陕西省第一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田西村为例，2018

田西村建设了集生态农业、创意农业、农耕体验、文化旅游、养生度假、儿童拓展训练为一体的“田家寨田园综合体”，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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