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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二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领办控股模式，采用“村

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企业、公司）+农户”的模式，

以各自的“三资”入股，组建新的股份制公司（企业），实

现股份合作经营；三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非主体参股模式，

不具备资源禀赋、“三资”薄弱的村可以选择与集体经济发

达村合作经营，或选择能获得稳健收益的其他实体经济组织

（龙头企业、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房屋等

作价或直接投入资金入股，但不是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

参股经营模式，村集体获得按股分红收入。发展模式主要有

八种，资源开发型、资产运营型、项目开发型、培植主导产

业型、土地经营型、支部联动型、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型、党

建引领型。

（二）申报理由。下一步，我们将在抓好试点村的基础

上，因地制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发展，唤醒更多农村

“沉睡”资产，支持乡村有效有序发展。综合利用教育、站

所、“四荒”地等公共闲置资源资产，采取“资源发包、物

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种模式，提高集体经济

收入和服务带动能力，确保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长。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2025年罗山县村集体经济项目

（二）项目类型：产业发展类

（三）建设性质：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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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地点：全县 16个村（社区）

（五）建设内容：见附表

（六）投资概算：800万元（每个村 50万元）

（七）资金来源：2025年财政衔接资金

（八）预期绩效目标：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租赁、独立

经营、村企共建合作经营、参股（明确产权比例及归属）等，

按年度收取租赁费用或收益。项目完成后，每个村项目收益

不低于财政支持资金的 6%。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进一步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促进

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增强农业发展潜力，增强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脱贫户和“三

类户”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真正实现“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九）利益联接机制：扶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

发展产业带动脱贫户和“三类户”增收。制定《村集体经济

收益分配方案》，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经村民代表大

会同意，报乡镇（街道）审核确定，村集体所得收益部分通

过设置公益性岗位，带动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脱贫户”及

“三类户”，其余部分用于村集体小型公益建设等。

（十）实施期限：2025年 4月—2025年 12月

（十一）责任单位：全县 13个乡镇（街道）

（十二）资产权属：各乡镇（街道）项目所在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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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资金保障。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各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负责把好资金支付关，进一步明确专项资金的

管理，坚持“县级指导、乡镇管理、村级实施”原则，逐级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明确专人管理、专账核算，各集体

经济组织按照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和村务财务公开制度，及

时、真实地公开相关信息。项目建设内容由乡镇（街道）结

合实际筹划申报，如需要招投标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

招投标、财政投资评审等。

（二）责任与监督。村“两委”是落实财政衔接资金支

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

由村“两委”提出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经村民代表

大会同意，报乡镇（街道）审核确定，及时对项目实施情况

进行公示公告。乡镇（街道）对项目的审批、资金拨付负直

接责任，对绩效目标的落实负监督责任，项目实施单位要自

觉接受乡村两级和社会监督，自觉履行责任，凡是不能按时

将收益分红到村的，纳入信用黑名单，县财政不再安排任何

政策性扶持项目。建立县、乡、村三级监督管理体系，不断

健全村民主决策机制，对资金的使用实行民主理财和财务公

开，定期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乡镇人民政府对资金的

投入和使用进行常态化监督管理，随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

项目进度进行跟踪问效；县委组织部联合县财政局、县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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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罗山县村集体经济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
单位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
资金规模
（万元）

绩效
目标

利益联结机制 其它

1
2025年罗山县
灵山镇涩港村村
集体经济项目

灵山镇
涩港村

涩港村

新建面积 600平方米的粮食烘干
钢架结构厂房，改善当地农业发
展的硬件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

良好的生产环境。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吸纳周边 20名群众在企业务工增收，预计每户每年
增收不低于 1万元。二是带动产业发展。项目实施后，
可以带动周边 10户种田大户发展优质稻种植，提升农业
发展水平。三是带动困难群体增收。项目盈利后，可将
收益用于涩港村小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可带动 5户脱

贫人口、监测对象务工增收。

2
2025年竹竿镇
淮河村茯苓加工

厂项目

竹竿镇
淮河村

淮河村

新建 500㎡茯苓加工厂房、场地
硬化及配套设施，形成村固定资
产，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自主经

营。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带动直接就业。通过设置工作岗位吸纳当地 28
名农民务工，帮助农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激发农户内
生动力，把农民镶嵌到产业链上实现增收，预计每人每
年可增加收入 7000元以上。二是带动产业发展。带动当
地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田大户发展种植优质茯苓 200

亩。

3
2025年竹竿镇
史河村育秧盘生

产加工项目

竹竿镇
史河村

史河村
依托村级扶贫车间建设水稻育
秧盘加工厂,购置 MOTO3500塑

料注射成型机 1台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带动直接就业。通过设置工作岗位吸纳当地 10
名农民务工，帮助农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激发农户内
生动力，把农民镶嵌到产业链上实现增收，预计每人每
年可增加收入 2万元以上。二是带动产业发展。生产水
稻育秧盘，降低育秧成本，提高周边种植农户经济效益。

4

2025年罗山县
朱堂乡街镇社区
大肠米线生产加
工厂建设项目

朱堂乡街
道居委会

街道居委
会

利用闲置校资产建设大肠米线
生产加工厂，采购全自动包装
机、大肠米线生产流水线、高温
杀菌等设备及配套厂房改造设

施。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盘活闲置校资产，提供就业岗位 20余个，间接
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和困难群众参与生产经营，增加群
众收入。二是带动产业发展，项目建成后可以促进附近

食品加工产业和预制菜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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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
单位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
资金规模
（万元）

绩效
目标

利益联结机制 其它

5
2025年尤店乡
李店社区烘干机

房项目

尤店乡李
店社区

李店社区

新建建筑面积 520平方,计划投
入 27.万元建设烘干机厂房,包含
平整土地、建设厂房、硬化地面、
电力设施等；计划投入 26.5万元
购买 2台日烘干量 5吨金正 25
型烘干设备,包含烘干机、加温炉
等设施,形成的固定资产归村集

体所有，村集体领办。

54（衔接资
金 50,自筹

4）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吸纳 16名当地农民工务工，辐射带动家庭农场和种
田大户 30余户，促进当地产业发展。

6
2025年尤店乡
田堂村绿色蔬菜

深加工车间

尤店乡
田堂村

田堂村

新建田堂村绿色蔬菜深加工车
间；购买一台烘干机、真空包装
机、切菜机、清洗机和高温蒸煮
机等相关配套设施；主要制作萝
卜干、辣白菜加工腌制。形成的
固定资产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

领办。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项目实施后，可为 10余人提供就业务工岗位。2、收益
分配机制。田堂村委会对收益资金进行统一管理，田堂
村委会将该项目实施后收入收益资金中的 40%，设立公
益性岗位，用于人居环境整治、秸秆禁烧宣传、治安巡
逻等，提供给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或监测户增加收入；
该项目实施后收益资金的 60%用于村公益性事业发展。

7

2025年山店乡
高洼村信阳市晟
宏农业有限公司

项目

山店乡
高洼村

高洼村
对原有闲置的高洼小学进行改
造，建设农业药材加工厂。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1.年产值 20万元，年利润 4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 4万元；2.吸纳 6多人当地农民工务工，每人年务工收

入 1万元以上。

8
2025年罗山县
莽张镇石头村为
农服务站项目

莽张镇石
头村

石头村

建设石头村为农服务站，通过购
买收割机、插秧机、铲车，实施
晒场硬化，建立从插秧到收割，
晒粮到装车于一体的服务体系，
形成固定资产归村集体所有。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提升石头村 50户种粮农户粮食产
后服务水平，为农服务中心提供：粮食收割、耕作、晾
晒等服务，预计粮食产后每年可服务 1万吨，年收益 10
万元左右，集体经济年增收 3万元。二是带动直接就业。
通过设立公益性岗位带动脱贫户及监测户 6户，吸收 10

余人就近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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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
单位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
资金规模
（万元）

绩效
目标

利益联结机制 其它

9

2025年罗山县
周党镇吊桥村梦
幻吊桥儿童乐园

项目

周党镇吊
桥村

吊桥村

依托周党镇吊桥村股份制经济
合作社，在吊桥村建设游乐设施
设备 22套，村委会领办的罗山
县禾欣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独
立运营，村干部兼职，群众参与，

村集体分红模式。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提升梦幻吊桥知名度，吸引大量游客，盘活景
区经济，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 30余户发展。二是吸纳
本村群众务工和就业，预计可带动 50余人就业，每人每

年增收 3000元以上。

10
2025年罗山县
铁铺镇耿楼村农
文旅产业项目

铁铺镇耿
楼村

耿楼村
通过新建面积 250平方米的厂
房，发展农文旅产业及电商平

台。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带动直接就业。通过设置工作岗位吸纳当地 20
名农民务工，帮助农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预计每人每
年可增加收入 10000元以上。二是带动产业发展。项目
实施后，可进一步扩大农文旅产业规模，带动本地企业
嘉禾农业、本地非遗项目发展及村集体经济增收，帮助
农旅产业扩大规模。三是带动困难群体增收。聘请低收
入脱贫户、三类户和其他困难群众 5名，务工按每人 1500

元/月计算，全年获得收入 1.8万元/人。

11

2025年罗山县
定远乡北洼村羊
肚菌种植大棚项

目

定远乡北
洼村

北洼村

建设羊肚菌种植连栋大棚 1800
平方，包含土地平整、钢构大棚、
水电配套设施等建设内容。形成
的固定资产归北洼村所有，租赁
给泰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带动产业发展，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发
展模式，发展壮大辖区特色产业，提升当地 100余名群
众农业种植技能；二是带动群众就业，通过土地流转可
联农带农 10余户，每户年增加收入不低于 1000元，吸
引当地群众 30余人就近务工就业，提升农民收入。

12
2025年罗山县
东铺镇余湖村种

植大棚项目

东铺镇余
湖村

余湖村

新建草莓、火龙果采摘园 16座，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5万元，带
动解决群众就业增收 5000元，
促进当地草莓等产业发展等。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促进产业发展。通过企业实现联农带农，既能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又能带动周
边草莓、火龙果种植户发展。二是带动群众就业。通过
设立公益性岗位带动脱贫户或监测户 10户年增收 3000
元，同时通过规范化、规模化的生产，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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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
单位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
资金规模
（万元）

绩效
目标

利益联结机制 其它

13
2025年罗山县
东铺镇林寨村包

装车间项目

东铺镇林
寨村

林寨村

新建包装车间 200㎡、购置设备
以及配套装修、水电等附属设
施，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5万
元，带动解决群众就业增收 5000
元，促进当地传统的油料、粉条加
工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促进产业发展。通过企业实现联农带农，既能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又能推进传
统粉条、油料加工产业发展，通过规范化、规模化的生
产，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带动群众就业。村集
体每年收益部分用于通过设立公益性岗位带动脱贫户或

监测户 10户，年增收超 5000元。

14

2025年罗山县
楠杆镇邵湾村为
农服务站建设配

套设施项目

楠杆镇邵
湾村

邵湾村

依托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购买
旋耕机、收割机及其它配套设备
各一套，提供优质的农业居间服
务，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年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益3万元以上。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带动就业务工。可聘请 10户脱贫户、三类户和
其他困难群众工作，预计每年增加收入 1000元以上，巩
固脱贫成果。二是带动农业生产。为周边 1300余亩水稻、
小麦提供机械化农业服务，带动周边 60余户种植户增收。

15
2025年罗山县
潘新镇李堂村粮
食仓储建设项目

潘新镇李
堂村

李堂村

在李堂村建设 450㎡的粮食仓储
厂房，钢构结构，造价 750元/
平方米，包含土地平整、水电等
配套设施。项目采取出租经营的
模式经营，租赁给罗山县民贵家

庭农场经营。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通过土地流转，采取“科技院所+基地+农户（农
场）”模式，可联农带农 15户，每户年增加收入不低于
1000元，促进罗山优质稻的产业化发展，拉长产业链条，
满足市场对优质稻米多元化的需求；二是带动就业务工，
可提供就业岗位 20余个，就近吸纳周边群众，提高群众

务工收入。

16
2025年罗山县
丽水街道曹堰村
金属制罐厂项目

丽水街道
曹堰村

曹堰村

依托曹堰小学为金属制罐加工
厂，采购全系列半自动制罐流水
线，租赁给南昌益辉塑业有限公
司，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
能 300万只标准罐体，年产值 800
万元，利税超 100万元，直接带

动 50左右人员就业。

50
不低于财
政支持资
金的 6%

一是资产盘活+收益共享。将废弃校舍作为集体资产
入股项目，村民通过集体分红享受厂房租金收益，部分
利润定向用于村级公益事业。二是技能就业+生产协同。
优先聘用村民从事焊接、质检等岗位，开展岗前技能培
训；联动本地家庭作坊（如腌菜、蜂蜜加工户），提供
定制罐体代加工服务，降低其包装成本。三是产业链反
哺。与县域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低价供应包装罐并优
先收购村民原料（如水果、菌菇），形成“供罐—收原
料—促加工”闭环。通过“厂房变资产、农民变技工、
产品联产销”模式，实现资源激活与农户深度嵌入产业

链的双重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