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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海南省屯昌县

试点数字化 机器管“三资”

管好一本“明白账”

农村集体“三资”涉及面广、

项目繁多、 复杂多样。 刘阳震直

言，过去村里有多少集体资金，有

多少固定资产，有多少山川河湖，

只有少数村干部认得，年代久远、

缺少合同文本的资产更是难以辨

别和管理。

为此， 在屯昌县委积极推动、

部门多方联动、 村镇全员齐动下，

新兴镇从摸清家底开始， 清产核资

实地定位打卡拍照， 仅用两天就完

成了 130 宗农村集体土地信息采

集，一周完成了全部 13 个行政村的

基础数据录入。

同时， 监管平台打通了部门

间的数据壁垒，实现农业农村、财

政和银行等 10 类行业数 据 高 效

连接、对比校准，并实时生成预警

信息。

刘阳震介绍， 数字化监管平

台，让农村集体“三资”由账面显示

的“死数据”变成了一笔笔有照片、

有地址、有佐证的“活台账”，手机

扫码可随时调阅全镇各类数据情

况，包括已发包的耕地、林权、对外

出租的流转土地、 闲置土地、 集体

宅基地等， 均可实现一张图全覆

盖、无死角、可视化全监管。

接下来，新兴镇计划将就业、收

入、 农户基本情况等数据接入系

统， 实现长期监测和动态管理，让

平台更好服务基层治理， 助力乡村

振兴。

干部群众愿意用

在农村推行数字化平台， 操作

简单易懂是关键。 新兴镇参与平台

测试的干部群众， 年龄最大的有 61

岁，学历最低仅为初中毕业，在经过

简单培训后都能快速上手。 刘阳震

表示， 简单的操作系统既有效降低

基层干部群众学习成本， 又易于推

广使用， 真正让大家在思想上实现

了从“要我用”向“我要用”转变。

以往农村财会统计工作琐碎繁

重，基层又缺少专业人员。 监管平台

重塑了“三资”管理工作模式，各类

票据、合同实现同步上传，以前花两

三天才能完成的线下面对面审批报

账，现在通过线上无纸化审批，1 个

小时内便可完成。

加上平台支持“傻瓜式”自动记

账，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实行“母子账

户”关系管理，不仅实现村委会一个

财务总账管所有小组， 极大减少基

层做账管账负担，还能满足村、组各

自付款开票独立化。

整个平台开源可拓展， 可支撑

省、县、镇、村、组分级分权限使用，

可与财政预算一体化系统、 监督一

张网、纪检监察“1+9”平台、海政通

平台等端口无缝对接， 在不增加政

府财政负担的前提下， 以极低成本

解决“三资”监管问题。

全程监督无死角

通过试点探索， 屯昌县建立了

镇、村、职能部门、纪委监委多方协

同的监督监管模式， 做到了全过程

“可监管、可追溯、全透明”。 大数据

分析可对村集体合同管理、 租金收

缴、资产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异常情况

进行全天候动态预警，实现从“事后

追责”向“事前预警”转变。

比如，村“两委”干部会收到到期

收缴的土地租金提醒信息，若是租金

未按时入账，信息将推送到财政会计

人员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 截至目

前， 新兴镇共排查农村集体“三资”

监管突出问题 31 个， 完成整改 29

个，移交线索 4 条。

刘阳震表示， 平台还进一步保

障了村民对“三资”管理情况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 村民可通过微

信小程序随时随地查询本村集体

“三资”运行情况，在“线上 ”参加村

里的“云会议 ”，实现村级事务全村

参与 、人人都是“三资”管理员的工

作格局。

屯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竞智

认为，智慧化“三资”管理平台使得

工作流程减少、使用方便快捷、监督

无处不在， 不仅扎紧了制度的“笼

子 ”， 铲除了滋生农村微腐败的土

壤， 还让基层干部打消了侥幸心理，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加”。 接下

来， 屯昌县将不断加强机器管“三

资”平台建设，推进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规范化，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创造清廉环境，不断激发乡村振兴

“源头活水”。

（邓卫哲）

今年以来，海南省屯昌县针对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底数不清、管理不严、

权责不明等问题，扎实推进机器管“三资”工作，与海南农商银行合作开发数字化“三资”监管

平台。

屯昌县新兴镇党委书记刘阳震介绍，7 月 1 日上线测试以来，通过真实数据、真实使用场

景、真实工作流程测试，机器管“三资”已实现了掌中办、实时管、全程监督等功能，且运行稳

定可靠。

河北省无极县：

桃子“红”了农庄

仲夏时节， 河北石家庄市无极县拾忆家

庭农场，阵阵桃香，沁人心脾。 放眼望去，果

林环抱，成熟的桃子泛着红晕，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观光，体验夏日采摘乐趣。

拾忆家庭农场尹月军介绍， 农场采用生

态方式种植的黄金蜜桃品相好、口味佳，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采摘。除了采摘销售外，农场还

通过订单销售模式， 将桃子销往全国各地。

“今天又接了一个大单， 得抓紧时间把货备

齐，给人家发过去。 ”尹月军说。

今年雨水适中，再加上管理得当，拾忆家

庭农场的桃子产量明显高于去年。 今年亩产

达 2000 斤以上 ， 亩均效益可稳定在 1.2 万

元。目前，农场有金陵黄露、白凤水密等 40 多

个品种，种植面积 320 余亩，预计今年产量可

达 120 万斤，产值 300 余万元。

“下一步， 我们将扩大新品种的种植规

模，延伸产业链条，进行桃罐头 、桃干、桃酒

等深加工，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

的现代农业，让更多人来这里感受自然风光、

品尝新鲜瓜果。 ”尹月军信心满满地说。

近年来， 无极县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

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不断改良品种，强化种

植技术服务等， 大力发展桃子、 无花果、葡

萄、草莓等特色农产品种植，打造集休闲、观

光、 采摘为一体的乡村游， 拓宽了农户致富

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甄建坡 李杰）

重庆市彭水县：

小红薯成就大产业

在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保家工

业园区里， 苗薯农业生产车间的工人们严把

流水线的各个环节，确保每一袋丝苕粉质量。

苗薯农业公司集研发、培育、种植、红薯

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为一体，是一家专注于红

薯及红薯制品的全产业链发展综合性企业。

彭水制作晶丝苕粉的历史源远流长， 尤以郁

山镇所产苕粉远近闻名， 在清朝乾隆年间开

始发展 ， 逐步演变成今天的“彭水晶丝苕

粉”，被誉为“山中珍宝”。

近年来， 彭水将红薯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主导产业，“彭水晶丝苕粉” 已成为这个产

业的拳头产品。今年，彭水联手全国知名农业

品牌建设团队农本咨询共同打造“彭水晶丝

苕粉”区域公用品牌，有力促进了品牌知名度

的提升，扩大了彭水红薯产业的行业影响力。

通过传承与发展， 立足区域特色和产业

优势，坚持品牌打造和产业建设两手抓，彭水

举全县之力将红薯产业做大、做强、做精、做

特，着力推进红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彭

水积极推动生态工业提质， 大力发展红薯及

中药材等现代山地特色农业， 重点扶持苗薯

龙须、苗巧嫂、利源等红薯加工企业，完善产

业与脱贫群众利益联结机制， 红薯全产业链

产值达 20 亿元。 （赵勇）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绘就乡村振兴靓丽画卷

近年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坚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 深入挖掘乡

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壮族芭蕉香火龙舞是青秀区长塘镇一带

世代相传的民间传统舞蹈， 距今已有 300 多

年历史，2010 年被列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商鞅立木为信、曾子杀猪、一诺千金……

在青秀区南阳镇施厚村古岳坡诚信墙上，一

幅幅图文并茂的诚信故事格外引人注目，吸

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施厚村党总支书记

黄英勇说：“让每位村民都能在诚信故事中习

得诚实守信的好品质， 也让前来游玩的旅客

一走进村里就能感受到当地浓厚的诚信文化

氛围。 ”

在青秀区，还有一些镇村也设有诚信碑、

诚信亭、诚信文化广场等诚信文化主题景观，

通过将诚信文化与研学产业相结合， 拓展诚

信采摘、诚信研学课程等经营项目。 下一步，

青秀区将继续用好乡村区域文化资源要素，

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方永针 黄茜）

近年来， 浙江省

仙居县大战乡充分利

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

源， 积极引导农民调

整产业结构， 因地制

宜发展水蜜桃、 桑葚

等 水 果 种 植 特 色 产

业， 并通过直播等举

措， 提升水蜜桃市场

竞争力。

图为果农一边采

摘水蜜桃， 一边直播

卖货。

陈月明 摄

图片新闻

浙江仙居：高山水蜜桃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