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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古田是一个福地。不仅

是因为这里山川秀丽、客家生活诗意

盎然，更是因为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

古田会议在此召开，给这个位于闽西

大山深处的千年古镇烙上了红色印记。

“古田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历史

文化资源优势突出。近年来，我们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以国家出台支持革命

老区发展政策为契机，高站位谋划全

局，做活资源文章，传承红色基因，守

住绿水青山，在财政部、福建省财政

厅的支持和指导下，致力于打造红色

传承模范区、生态文明先行区、乡村

振兴示范区和龙岩全域旅游会客厅，

把‘红帽子’变成‘金饭碗’，让革命

老区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福建省

龙岩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洪说。

2019 年以来，在财政部关心支持

和指导下，福建省财政厅推动建立省、

市、县、乡镇四级财政部门联动机制，

扎实推进古田镇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

试点，镇村机制体制不断创新，形成

了环绕古田会议会址红色核心景区的

多彩乡村特色景观带。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各级财政投入 2.32 亿元，带动

国企、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 8.23

亿元，有效激活了乡村振兴的活力和

红色古田高质量发展涌春潮
      ——财政部支持推进古田镇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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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初步

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古田经验”。

机制创新，构筑加速发展“推进器”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十里山沟

百家厂”一度成为古田奇特的经济景

观。作为乡镇企业主力军的轻钙厂、

竹器厂、机砖厂，曾为古田镇域经济

发展和村民增收作出过重要贡献。如

今，这些老厂房、旧矿舍成为特色民

宿和文化产业园，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活力。

这，得益于体制机制创新。

各级财政部门着力推进集生态农

业、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研学教育为

一体的改革发展试点，投资项目达 34

个，计 划 总 投 资 5.82 亿 元，分 2019、

2020、2021 三年实施。在财政部的关

心支持下，福建省财政厅亲自组织指

导，并指派福建财政博士服务队成员

专门具体对接推动。龙岩市财政部门

专门成立工作专班，上杭县成立以书

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古田镇具体实

施，四级联动机制为试点工作开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财政部门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力度，在市、县申报项目时优先向古

田镇倾斜，通过以奖代补、贴息、固

定资产投入补助、风险补偿等形式，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撬动国企、金融资本和社会资

本的有效投入，有效建立起财政补助、

镇村自筹、国企投入、金融和社会资

本投入“五位一体”的资金来源保障

机制。同时，强化金融共建帮扶机制，

建立“金融机构 + 合作社 + 企业”模式，

与农业银行上杭支行结对共建竹岭

农行小镇，以信用贷款、优惠利率等

形式投放 1300 多万元助力农民创业     

发展。

为促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

果转化，大力推进集体资产盘活用活，

以村、组、户土地入股形式建设“三农

服务中心”，如竹岭村以村、户土地入

股形式投资 1800 万元建设“村三农服

务中心”，拆除废弃多年的老旧轻钙

厂、机砖厂和竹器厂，引进旅游、文创

项目，实现村庄资产的有效利用。目

前，古田镇正探索构建村资源资产产

权中心，着手统筹镇村道路、乡村特

色景观带等公共基础设施转化为镇村

资产，增强村集体造血功能。

推进党委领办合作社、党支部创

办合作社，乡村振兴按下“加速键”。

古田镇着力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产

业化，至 2020 年底，全镇已有农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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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 60 家，涵盖了蔬菜、水果、

花卉、毛竹、养蜂、畜禽养殖、农机

等。如吴地社区于 2020 年成立吴地社

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大吴地自然村 14

户村民在吴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基础上，由村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

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大吴地农民专业

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

源入股，农户以劳动力、土地、资金等

入股，并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形成

“党支部 + 合作社 + 企业 + 农户”的模

式，把村民组织起来规模经营，抱团

发展，建立起村集体与企业及村民群

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

同体。

协同发展，打造村强民富“聚宝盆”

吴满玉是古田镇吴地社区村民，

吴地红军小镇建成后，她被聘为工作

人员，穿上红军服为前来参观的游客

讲解红军小镇和乡村振兴发展情况，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吴满玉每月收入

可达 3000 元。

通过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促进“红色 +”产业协同融合，古田镇

的发展焕发勃勃生机。

财政部门着力发挥试点资金的

“头雁效应”，投入村级村民增收机制

资金达 2730 万元，构建以红色文化旅

游产业为核心，教育培训、文化创意、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电商物流等新

兴经济板块协同发展的“红 +N”产业

体系。如在文化旅游产业方面，依托

古田红色品牌，各村立足自身优势，

吴地社区打响“红军小镇”品牌，苏家

坡村打响“民俗小镇”品牌，竹岭村打

响“研学小镇”品牌，五龙村打响“福

村五龙”文化小镇品牌，赖坊村实施

“云上境”民宿项目，通过项目带动各

村经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财政部门的指

导下，古田镇擦亮“红绿”底色，推

动“红绿”相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加快推动转型升级。全镇大力培育葡

萄、蓝莓、草莓、水蜜桃等采摘项目，

各村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一大

批特色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苏

家坡村发展贵妃鸡养殖、棘蛙养殖，

新生村发展铁皮石斛种植及加工，吴

地社区、苎园村发展蔬菜种植，竹岭

村发展百香果、状元豆、木槿花种植，

等等。为拓宽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在财政支持下，农村电子商务强

势崛起，组建并运营“胃晓得乡土庄

园”“漫博士动漫周边”等网络店铺和

红古田精准扶贫农产品展销中心、乡

土食材展销配送中心，培训、推广微

信直销等，初步形成农产品“线上 +

线下”销售模式。

财政的精准发力，推动了古田镇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1 年，全镇

实现社会总产值 42.2 亿元 ；实现固定

资产投资 16.3 亿元，连续 6 年在 10 亿

元以上 ；实现财政总收入 5233.01 万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43

元，比 2016 年增长 28.70%，镇村经济

实力和农民收入得到大幅提升。

深化治理，让“试验田”蝶变“样

板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是党的十九大在乡村

治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古田镇坚持

传承发展优秀传统，建立健全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走出了一条具有古田特色的乡村振兴

之路。

党建引领，古田会议精神放光芒。

突出打造“红古田 1929”党建品牌，充

分发挥党支部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健全项目议事规则、村

务全面公开等村级治理机制，实现村

级阳光治理，村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

升，参与农村改革建设的积极性得到

充分调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

立红土巾帼志愿服务队，创建便民服

务“无差别全科受理”，推行退役军

人“1929”古田军号工作模式等，便民

服务不断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有声有色，成为古田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在此基础上，古田镇按照边规划、

边设计、边出政策、边建设、边完善、

边整治的“六边”原则，累计投入资金

1686 万元，实施农房整治、重要节点

优化提升和殡葬改革 ；投入资金 3762

万元，启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并实

施镇区风貌改造提升、镇区综合整治

提升、镇区民生示范等工程，各村村

容村貌显著改善。不断完善村级基础

设施，投入资金近 3300 万元，通过一

大批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全镇水资

源环境和农村安全饮水、供电保障、

绿化花化、道路交通和旅游特色创建

水平。同时，建立农村人居环境保护

长效机制，为村居环境保洁、垃圾收

运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和机耕路、灌

溉设施、村级道路、养老设施维护构

筑起坚实保障。

在各级财政的全力支持下，农村

宅基地流转与管理、耕地承包地流转

和退出、土地增减挂钩指标所得统筹

使用以及村级集体经济法人治理、经

营运行、监督管理、权益分配等方面

的体制机制创新正在古田扎实推进。

在这块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生态文

化交相辉映的沃土上，乡村振兴的“一

池春水”已被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春

潮处处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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