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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加快我区经济薄弱村发展的提案

提案人 赵庶吏

问题：

目前，房山区经济薄弱村还有 34 个，这些村不同程度存在

基层组织领导能力弱、集体财务包袱偏重、缺乏主导产业、专业

人才匮乏等问题，有一部分村资不抵债，还有个别村经营收入为

零，甚至一些红色文化浓烈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还很落后。因此，

建议全面加快我区经济薄弱村经济建设，实现我区乡村经济的整

体发展。

分析：

集体经济薄弱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1、班子带动力弱。有些村干部思想守旧、观念落后，安于

现状，甘于平淡，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导致了农村发展滞后。部

分经济薄弱村党组织书记年龄结构偏大，部分村级班子内部不够

团结，相互沟通少，意见分歧大，直接影响农村发展。

2、缺乏主导产业引导。部分经济薄弱村没有村级企业，而

且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益低，没有形成产业。

3、集体经济收入困难。无资源、无资产、无资金的“三无”

村占大多数，发展集体经济非常困难。

建议：

一、深入调研分析，摸清底数。 建议有关部门对 34 个村进

行深入调研，对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彻底清理，分类登记造

册，建立“三资”数据平台。全面分析经济薄弱的原因，找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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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分析发展潜力及拥有的资源。34 个村形成 34 份调研

报告，并将其分类,为精准实施奠定基础。

二、政府主导推动，精准实施。在调研的基础上，政府要根

据每类经济薄弱村的特点和原因精准实施。以助力“造血”为主，

但也要“输血”+“活血”。

1、给干部，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强

有力的两委班子作支撑，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因此，必须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选优配强两委班子，可以“选”、“请”、

“派”，打造一支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敢担当、懂经营的

村级干部队伍，同时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组织的核心作用。

2、给政策，助推经济发展。对于经济薄弱村，无论是什么

原因都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因此，对于有项目、有产业但缺

乏资金的村，政府要通过协调专项资金、银行贷款等给予资金支

持，帮助其尽早运营，增产增效。对于有资源或资产但没有项目

的村，政府要帮助其利用资源、盘活资产，给予政策支持找到适

合的发展项目。总之，通过项目带动、企业帮扶、资金倾斜、人

才支持等方式，激活村集体“造血”功能。

3、给人才，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可以选派懂市场、会经

营的干部到集体经经济相对薄弱村担任“第一书记”，也可以组

建技术小组，或者通过干部挂职、职能部门对口帮扶、农业技术

服务志愿者等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进村入户进行指导帮扶。

4、给平台，对口帮扶合作发展。据各村不同的资源禀赋、

区位特点、产业优势，打破村域界线，鼓励资源相近、地域相近

的村组合成发展联合体，整合资源、资金和人才，探索 “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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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多村一策”，甚至 “一域一策”，从而实现资源的

优势互补、双方互利共赢，助力双方经济发展。另外，可以推广

《丰台区与房山区结对帮扶促进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方案》，可

以跨区进行一对一进行“绑定”，并签署《关于农村集体经济薄

弱村结对帮扶的框架协议》，明确帮扶路径，包括产业、技术、

就业、资金等，制定一对一帮扶方案，为集体经济薄弱村提供产

业规划指导、技术推广、产销对接等服务支撑，从而实现精准对

接帮扶。

三、激发内生动力，自我发展

村集体的经济发展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此次基层组织换

届，很多经济薄弱村的两委班子都进行了调整，有了好的带头人，

能够主动带领农民找出路、找政策、找资源。同时十四五规划的

实施部分村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思路和发展项目，并抓住区委区

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环境治理、数字项目建设等契机，充

分利用各类项目资金，通过盘活集体资产、土地流转、兴办产业、

生态资源、对口帮助等方式，不断的增强村集体经济能力，实现

经济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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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加快我区经济薄弱村发展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农村农业局

一、基本情况

市委、市政府特别关注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出台了《北

京市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实施意见》，要求采取多种措

施抓好此项工作。根据市级要求，2021 年，我区认定集体经济

薄弱村 56 个，涉及 11 个乡镇，占全市数量近十分之一。山区村

有 54 个，平原村有 2 个（琉璃河镇五间房村、韩营村）。

二、工作措施

（一）制定工作方案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薄弱村增收工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

署，根据市级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了《房山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方案》。主要包括指导

思想、工作原则、任务目标、增收路径、措施保障及工作要求六

项内容。明确了利用二年时间（2021-2022 年）全面消除 56 个

集体经济薄弱村，后三年（2023-2025 年）进行巩固提高的任务

目标。同时，加强调研，指导 56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制定了“一

村一策”发展方案，明确产业发展思路，形成一村一产业的发展

路径。

（二）组织开展项目建设

进一步整合资源、聚焦政策，激发薄弱村内生动力，增强“造

血”功能，促进薄弱村发展壮大。2021 年，市级资金扶持 9 个

乡镇的 19 个村，主要建设内容为精品民宿改造、中华蜂特色养

殖、农业基础设施提升。2022 年，市级资金扶持 10 个乡镇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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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主要建设内容为民宿改造、中华蜂养殖。目前按照方案抓

紧施工，加快落实，争取尽快完成项目建设，提升薄弱村造血功

能。

（三）制定结对帮扶机制

借鉴原低收入村帮扶机制，在市级对接基础上，深化 26 位

区领导包村帮扶，56 家区级单位、41 家企业（国企 13 家、民营

企业 15 家、农业龙头企业 13 家）的结对帮扶的帮扶举措，保障

56 个薄弱村对接帮扶单位全覆盖。结对帮扶机制有效助推了各

帮扶单位充分发挥理念先进、管理高效、技术专业、人才荟萃等

优势，通过理思路、促就业、派干部，把先进的管理经验、前沿

的科学技术等带到薄弱村，不断将薄弱村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

发展优势，帮助薄弱村现有产业做大做强，为薄弱村培育新兴产

业，有效助力薄弱村增收。

三、工作进展

截止到 2021 年底，全区 56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中，已有 52

个村经营性收入超过 10 万元，占薄弱村总数的 93%，超额完成

市级要求 2021 年消除 20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的任务目标。4 个经

营性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村集中在 3 个乡镇，分别为：蒲洼乡

芦子水村、蒲洼乡鱼斗泉村、佛子庄乡查儿村及大安山乡赵亩地

村。

截止 2022 年 8月底，4个经营性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村中，

蒲洼乡芦子水村已完成经营性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任务目标。预

计到 2022 年底，通过农产品销售等方面收入，确保蒲洼乡鱼斗

泉村、佛子庄乡查儿村、大安山乡赵亩地村 3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

经营性收入达到 10 万元以上，完成消除薄弱村的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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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局将按照全市“消薄”要求，继续开展消除薄弱村

专项行动，落实区级增收方案，加强统筹协调，明确任务目标，

对经营性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村持续巩固消薄成果。对未完成“消

薄”任务的村加强指导督促，确保全区集体经济薄弱村尽快实现

增收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