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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里镇城阳社区位于宿州市萧县东南，皇

藏峪风景区核心区，合徐高速、406省道穿社区

而过，比邻符离生态旅游大道，辖区面积9.2平

方公里，辖5个自然村，总人口3910人，党员

154名，2016年实现脱贫出列，2020年完成全

部脱贫。自第八批选派驻村工作队到社区以

来，坚持发挥组织优势，紧紧围绕驻村职责任

务，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抓手，以“两强一

增”为目标，下大力气实现内涵增长，逐渐探索

出了一条“支部有作为、土地提效益、群众得实

惠、集体增收入”的合作社发展之路，实现了集

体经济收入从不足20万到超过200万的“伟大

飞跃”。

举旗定向“方扬帆”
土地集约“发展路”

城阳社区原来作为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要

项目没有项目，要资金没有资金，社区“两委”干

部空有一身干劲，却无用武之地。2020年集体

经济经营性收入19.5万元，且主要是光伏发电

收入，产业收入几乎为零。党总支书记欧阳爱民

说：“老百姓要修个桥、铺个路，甚至装个护栏、架

个路灯，我们都拿不出钱来，还谈什么群众信任

和支持，更不要说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怎么彻底拔掉“穷根”，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这成了工

作队来到后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为此工作队用好“调查研究”这个法宝，深入到

党员群众中，听真话、辨真理，最终确定立足实

际，做活土地资源、闯出集体经济生路。工作

队与社区“两委”干部召开专题大会研究集体

经济发展问题，逐个分析，最后决定，探索土地

“三权分置”新模式，集土地请人种，发展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土地难拿”，不少的群众有“土地情结”，

害怕土地交出去没有事干；也有的群众担心

“地租难拿”，土地交出去收不回来。面对群众

这样或那样的“担忧”，有一些干部打起了“退

堂鼓”，行动上有了“畏难情绪”“思想包袱”。

面对这一现象，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袁毅站了出来，说道：“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大势所趋，我们既然作为试

点，就要大胆的干，向群众晓之以情、动之以

理，最大程度争取群众支持，遇到一点困难就

退缩那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会议商定，先由社

区“两委”干部带头，再做党员工作，最后挨家

挨户走访群众。就这样，两个月的时间，拿着从

社会化服务组织那争取的几十万元现金，工作队

和社区“两委”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一手签合

同，一手拿地租，总共争取了2160亩土地，吸纳

96户620亩土地入股分红。合作社下设理事

会、监事会和财务组，负责合作社日常运营，社区

党总支书记担任理事长，采用“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经营模式，引导农户以

土地、资金等要素入股，统一开展“整、耕、种、管、

收、藏、售”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资源整合“优结构”
打响品牌“自主路”

“好风凭借力”。城阳社区多方筹资440万

元联合陶墟、栾庄、高庄三村，对外引资，共同

建成庄里智慧产业园，占地约550亩，共建大棚

112座，委托社会化服务组织运营，经营水果番

茄、黄瓜、车厘子等中高端果蔬，年增加集体经

济收入24万元；借助土地集约规模优势，江苏

绿港集团落户庄里，1期投资1.58亿元建设高

标准大棚数十座，实施无土栽培发展绿色农

业，因占用社区集体土地，每年可增加集体收

入数万元；利用集体收入约50万元购买材料，

在小蔡东坡贡米基地修建水渠和“提灌站”，一

举解决几年来贡米基地夏季供水难题，保证了

水稻良好生长。同时，工作队努力向上争取，

落地农机农资农技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550

万元，修建烘干塔，现已投入运营，预计2024年

可增加集体收入数十万元。

每到夏收前夕，因抢收抢种，调动机械较

为吃力，社区“两委”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为了不误农时，工作队多方打听联系了中

农发集团帮扶萧县挂职副县长郭承亮，协商帮

助解决这一问题。经社区多次对接，连续两年

争取了价值 20余万的收割机和拖拉机各 1

台。同时，在工作队集体经济专项资金到位

后，经研究，入股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购买了1台

收割机，社区“两委”干部可以直接开着收割机进

行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和机械成本。城阳

群众陈圣轩都说：“这下大队也有收割机了，以后

咱们收麦、收玉米再也不用找外人了。”

“酒香也怕巷子深”。城阳社区不断优化种

植结构，连片种植小麦、玉米等1200亩；同时，发

挥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技术优势，特色种植红高

粱、红薯等800亩，这些产品大部分通过订单销

售，小部分经过包装改造后，打上合作社注册的

“萧河”“萧香园”农产品商标，通过微信朋友圈、

抖音直播流入市场，“城阳”品牌“初露头角”。“萧

香园”东坡贡米通过工作队和全体干部广泛宣

传，以及春节敬老爱老等慰问发放，使得“城阳”

品牌“小有名气”。合作社社员生产的土鸡蛋、蜂

蜜、粉丝等，经过包装，订单销售到江苏、浙江等

地，“城阳品牌”开始“远走他乡”。智慧农业产业

园种植的“车厘子”“水果西红柿”等特色产品，订

单甚至远销上海、浙江、海外等，再次推动了城阳

品牌“大放异彩”。

村社合一“办实事”
村强民富“共同路”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自合作社正

式成立以来，累计吸纳4000余人次群众务工

就业，每人每天增收80元，人均增收2000多

元，共发放社区群众务工工资26万元；坚持以

“保底+分红”，累计发放合作社社员分红地租

共28万元。同时为进一步造福群众，为1200

余户3000余名群众每人代缴50元新农合保

险，合计约17万元；向80岁以上老人、五保户、

孤儿等开展春节慰问，发放农产品物资约折4.7

万元。城阳社区响应“省暖民心行动”，开办

“老年助餐点”，现有40余位80岁以上老人每

餐只缴纳2元，就可以享受“四菜一汤”的精美

午餐服务。同时，积极帮助困难社员解决生活

难题，合作社社员欧如胖突发疾病去世，撇下

智力残疾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工作队

听闻，积极协调争取了县红十字会3000元救

助资金，联系社会爱心人士捐赠了近2000元

的物资。为响应“快乐健身行动”，工作队多

方争取5万元健身器材一套，为群众休闲健身

提供便利。

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工作队联系城管

部门，争取绿化苗木3.7万株、绿化资金3万元，

自行采购石榴、松树等苗木，实现社区主要道

路、荒山、杏林绿化全覆盖。工作队联系符离

集烧鸡种鸡孵化基地，由合作社出资购买鸡苗

3000只，免费发放给150余名农户，鼓励农户

散养，除农户免费自食外，其余社区集体以不

低于市场价回收，帮助群众致富增收。工作队

出资购买书包、文具盒等物品到城阳小学开展

“庆‘六一’”文化活动，给在校小朋友送去关怀。

联系县戏曲剧团到社区开展文艺汇演，社区集体

出资购买生日蛋糕、水果等，在“老年助餐点”为

城阳老年人过一个“集体生日”，欢度重阳佳节。

春节，工作队邀请宿州民革二支部开展“送春联”

活动，为合作社社员送去春节祝福。

下一步，城阳社区将继续以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为抓手，抓好产业发展，建好“水稻加工

厂”，进一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关注民生福

祉，砥砺奋进，只为遇见更好的“城阳”。

合作社里“土变金”乡村振兴“民富强”
——宿州市萧县庄里镇城阳社区驻村工作队纪实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乡村振兴大显神通
——宿州市萧县庄里镇城阳社区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袁毅心得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现代农村是一片

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2021年6月，

为响应党中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号召，我作为安徽省第八批选派干

部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工作队长来到了庄里

镇城阳社区。四季流转，驰而不息。近3年来，

我带领工作队和社区“两委”干部团结奋发，一

步一个脚印，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

“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时不我待”的奋

进姿态共同谱写了“城阳崛起”的故事。

“驻村更要驻心”。初到城阳，这里没有车

水马龙的熙熙攘攘、没有五光十色的城市霓

虹，有的是袅袅“烟火气”、浓浓“人情味”、深深

“期盼心”。面对群众的期盼，我带领工作队一

道制方案、搞座谈，和群众话家常，第一时间摸

清村情民意，为驻村工作开展理清思路。时值

6月禁烧期间，我带领工作队与党员群众同吃

大锅饭、同值禁烧岗；到了8月，我通过朋友圈

接收订单，帮助销售葡萄2000斤，这些行动赢

得了人心，为工作开展扫清了障碍。

“对症方能下药”。熟悉村情后，怎么发展

成了摆在面前的关键问题。结合群众反映：

“到处都是山地，下湖地，一家一两亩，一年到

头收入千把块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哪

有几个在家的。”我意识到，要走农业现代化之

路，必然要从土地上作文章，激活农业生产要

素和农民生活资料，探索土地“三变”改革，才

能真正实现转移农民、安置农民、富裕农民。

为此工作队和社区“两委”干部共同分析研判，

进行考察论证，决定走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之

路，由社区集体把地统一起来集约化经营，带

动群众致富增收。

“产业兴方能乡村兴”。农村要发展，必然

要有产业，没有支柱性产业，发展不能长久，没

有可持续性。在找到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这一

个抓手之后，我意识到，要建设一个强村，还需

要有产业项目，这样才能最大程度调动群众智

慧和力量。为此，我与工作队一道跑项目、盯

资金，派驻以来，建成使用南园果蔬大棚项目3

期，加上原有的35个葡萄蔬菜棚，年吸纳务工

600人次，人均增收1200元；高庄四村联建大

棚（庄里镇智慧农业产业园）112座建成，种植

西红柿、黄瓜、车厘子等，年吸纳务工1500人

次，人均增收1600元；整合低洼地建成试种水

稻—倒流河东坡贡米基地，年吸纳务工400人

次，人均增收1200元。这三个项目构成了城阳

“两园一基地”的产业发展格局。

“好风仍需借力”。收入才是硬道理。为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我与

党总支书记欧阳爱民多次与中农发集团挂职

副县长郭承亮对接，获赠中农发集团50亩地稻

种大型联合收割机1台和大型拖拉机1台。为

做好水稻加工，我动用自身人脉，联系宿州市

知名米厂，委托他们加工我们种植的水稻。如

今以小麦、玉米、水稻、高粱等为代表的现代农

业在城阳落地生根，使得集体收入连年攀升。

“民生是最大政治”。身处基层，以人民为

中心，就是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我同工作队一道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推行“每

周议访日”活动，累计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

难题19件，收集民声民意52条。城阳社区已

连续多年无进京赴省去市群众信访，荣获

2021年宿州市文明村、2022年全县信访“三

无”村、2023年安徽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称

号。工作之余，我经常到老年食堂跟老人谈

心，为老人打菜、端盘等，同时，我带领工作队

一道与社区“两委”干部策划实施了老人义务

理发和“庆中秋·话团圆”活动，受到了广大群

众的支持和点赞。

广阔天地，征途依然灿烂。近三年的派驻

经历让我收获颇丰，让我成长，城阳的变化让

我欣然，今后我将继续以“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高尚情操奋战在工作岗位上，为“城阳家

园”的美好未来不懈奋斗。

（本版稿件由省选派办提供）

萧县庄里镇城阳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袁毅（左）查看水果西红柿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