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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防止产业趋同化；充分盘活利用闲置的宅基地和农

房发展特色产业，实现集体财产的保值增值。

其次，个体工商户应当积极地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合作社寻求帮助，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行使议价权，对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进行把关，出台相应的政策助力个体

工商户形成品牌化经营。

再次，公司和合伙企业类市场主体应当提高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品牌的市场

竞争以及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用生产设备等不动产进行

抵押登记，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企业再生产活动。

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

资金扶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简化贷款手续，缩短审批流程，充分激发市场主体

的发展活力。

（五）健全人才保障机制

人才作为一种重要且稀缺的资源，对于促进杨凌示

范区农业发展、保障农民权益、实现乡村振兴具有十分

深远的意义。首先，对于杨凌本地的农民来说，在给予

他们物质帮助的同时，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他

们实现技能脱贫，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任翁地位，加强彼

此之间的信息交流，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其次，对于外来人才，杨凌示范区应当出台一系列

有力的措施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让外来人

员充分地感受到杨凌对于人才的重视力度。

（六）完善组织保障机制

首先，需要党政部门予以政策服务。党政部门应当

加大扶持力度，出台相应的借贷管理办法，拓宽合作社

借贷主体的范围；设立乡村振兴发展基金，加强对社会

闲散资金的吸引，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加强村级集

体经济项目选择的风险论证，顺应优胜劣汰的市场运行

规律，建立健全多主体、多渠道的风险分担机制；建立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开发建设“杨凌土地流转的信

息化平台”系统，公开发布“三资”要素、价值评估、

抵押登记、交易流转规则等信息，不断完善农村产权交

易服务体系，充分解决农村核资确权、资源盘活、土地

流转等问题，为集体产权入市交易提供服务。

其次，加强村党组织负责人队伍建设。加强领导干

部专业知识培训与素质培训，由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领衔，同相关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律人员、会计人员密切

联系，使村集体领导干部对于国家倡导的产权制度改革

的理论底层逻辑、制度架构安排有一个较为充分、较为

完整的认知，必要时可增加一些业务考核，更好地将所

学理论知识与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同时，下发政策鼓

励领导干部走出村社，主动向外。各村社领导干部定期

共享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加强村社之间的信

息交流，实现信息差的最小化。

最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引入相应的

第三方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资金进行监管，并对资

金使用的情况予以公示。同时，为了更好地规避市场的

风险，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考虑聘请专业人

员对市场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统一

进行议价，避免市场价格出现较大的波动，更好地保成

员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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