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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很好！一家人一年才
出百十来块钱。就像抢红包，多少不
重要，重在参与。”11月13日，成都市新
津区兴义镇波尔村不二小区居民石吕
双表示，“以前房前屋后的地块很杂
乱，有些荒着，有些被村民搭了鸡棚，
有些横七竖八地种着蔬菜。现在整理
出来种蓝莓，不仅好看，还能有不错的
收益。”

据悉，这个“模式”就是波尔村与
58农业联合打造的“村集体经济+在地
企业+群众参与”合作模式。在此模式
下推出了“数智田园”项目，该项目是
新津区“六个一批”示范项目之一，也
是58农业继在兴义镇打造农业全国总
部及示范基地之后，与波尔社区合作
打造的庭院经济示范项目，共同探索
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

记者了解到，“数智田园”由村集
体出土地出基础建设，企业出技术、种
苗、水肥一体化的设备设施，村民适当
出一些农资入股，形成了村集体、企
业、群众的利益连接机制。“数智田园”

社区社会企业参与基层治理
新都这场“双11”活动居民赞

11 月 10 日，一场特别的“多元共
建 双11惠民活动”在成都新都区华桂
村拉开帷幕。活动由华桂村的社区社
会企业牵头承办，在中通快递、飞扬生
态柑橘园等10余个社区合伙人的共同
打造下，通过线下惠民市集的形式，把
实惠和便利直接送到了居民身边。活
动开展当日，销售额达到 10300 余元。
这也是新都区社区社会企业参与基层
治理的一个缩影。

制度有创新 保障可持续发展

社区社会企业是近年来成都市积
极探索新的社区治理途径、挖掘培育
新的社区治理主体的成果之一。区别
于一般的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以
服务社区居民为目标，具有一定的公
益性质。

据了解，早在2018年，新都区就开
始了社区社会企业的探索，成都市新
都区正因金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作为
区内第一家社区社会企业，在新都街
道正因社区应运而生。然而，在初期
实践过程中，人员怎么管理、资源怎么
运营、利益怎么分配等一系列现实问
题，给不少跃跃欲试的村（社区）泼了
一盆冷水。

今年，新都区拟定《新都区社区社
会企业培育扶持办法（试行）》和《操作
指南》，成立新都区社区社会企业发展
专项基金，明确由社区居委会（村委
会）100%控股，健全社区社会企业运
行、服务、管理、监督等机制，为社区社
会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为进一步加强村（社区）对社区社

会企业的了解，今年以来，新都区委社治
委开展了镇（街道）全覆盖调研，先后举
办专题培训9场，通过实地走访、交流座
谈等形式为社区社会企业提供业务指导
和项目支持。“我们希望社区社会企业能
够作为一股治理新力量、一种治理新方
法，为解决社区治理难题、提升社区造血
能力、保障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新都区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村里有企业 丰富家门口服务

今年9月，斑竹园街道华桂村注册
成立村里第一家社区社会企业——成
都驿世房华农业有限公司，旨在以市
场化方式，对村里闲置资源进行统一
的专业化运营。

“这个社区社会企业成立了有啥

用？”这是村民们一开始最大的疑惑。
对此，华桂村首先将目光瞄准了“快递
不进村”这个困扰村民多年的难题。
在斑竹园街道的支持下，成都驿世房
华农业有限公司与辖区企业中通快递
开展共建，共创“华桂村快乐盒子”项
目，打造新都区农村区域首个“快递进
村”配送站点。有了社区社会企业的
参与，除了快递收寄，“快乐盒子”还兼
具日常生活用品采买、快递小哥充电
休息、“微网实格”民情联络等多种功
能，实现党建引领“快递进村、小哥进
网、治理进格”。快递离家更近了，村
民的心也更暖了。

形式有突破 激活资源内生力

为了让村民们更加了解社区社会

企业，同时，通过可感可及的变化和服
务获得村民更多的认可，华桂村“两
委”决定借助“双11”这个契机，由社区
社会企业作为承办单位，举办“双 11”
线下市集，“一站式”实现快递进村助
力流通、爱心企业公益便民、社区合伙
人共创市集、村民实惠快乐购物。

“之前没有办过这样的活动，我们
希望我们村里的村民也能享受和城镇
社区同样的便利。”华桂村党委书记袁
爽说。让袁书记惊喜的是，听说村里
办“双 11”活动要招募社区合伙人，不
少农户、商家纷纷主动来联络，有赞助
20斤爱媛果橙的、有半卖半送酱油的、
有提供私人画作展示的，也有主打一
个随意，放了货品“无人售卖”的。

此外，川剧、清音、金钱板等情景
交互的地方表演也在现场轮番上演，
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捧场。在新都社
区发展基金会的摊位上，“公益棉花
糖”吸引了不少小朋友驻足。“公益棉
花糖”没有固定价格，只要捐赠“自定
义”的善款到社区基金即可换取，还可
以选择自己制作。“感觉像过年一样热
闹。”华桂村村民刘女士说道。

社区社会企业能够为财政兜不
了、市场不想管的社区治理难题、发
展堵点提供解决方案，是基层治理中
重要的新生力量。接下来，新都区将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着眼于社区社会
企业生命全周期，加强引导和规范，
推动社区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发展，为
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进一步拓宽
渠道。

华西社区报记者 彭戎
新都区委社治委供图

村集体出土地 企业出技术
新津波尔村“数智田园”带动村民增收

除了用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的种植技术
保证蓝莓的产出，还将依托互联网流
量优势全面代理销售基地出产的蓝
莓。蓝莓挂果后，预计亩收益在4-6万
元之间。

“我们村的不二小区周围有一圈
闲置土地，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充分利
用这片土地。”波尔村第一书记段宁海
回忆起这次合作说道，看到58农业全
国总部及示范基地不仅很美观，还有

可喜的经济收益，让人很心动。于是，
在兴义镇政府和天府农博园管委会的
牵头下，波尔村与58农业相关负责人进
行了多次沟通。最终，五八（波尔）数智
田园项目应运而生，开创了“村集体经
济+在地企业+群众参与”合作新模式。

“作为一个示范项目，我们也是在
摸索中前进。目前项目占地面积只有
4.7亩，后期成熟后将进一步优化，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带动更多村民
增收。”段宁海表示：“为了更好实现输
血到造血的转变，我们还计划与企业
深度合作，在村里培养懂技术的新农
人，为下一步项目推广储备人才。”

波尔村借助天府农博园发展的契
机，实现了整村拆迁。目前，村上集体
建设用地资源丰富，村里也在积极思
考将资源变成资产的途径。“接下来，
我们还将利用集体资源，在小区居民
的共同参与下，打造共享菜园、停车场
等业态，带动村民致富增收，实现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段宁海告诉记者。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兴义镇供图

查看蓝莓长势。

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