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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渭滨区村企“四联共建”助力农户共同富裕

路径的调查分析

黄　静　王奕涵　王佳超　吴　冰

（西安培华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5）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近年来宝鸡市渭滨区探索出了一条通过“四

联共建”的措施促进乡村振兴，进而达到共同富裕之路。本文在对该地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其推进共同富裕的经验，为其他类似地区

推进共同富裕之路提供参考；同时对其在项目联营过程中存在的不成熟之处进行分析并提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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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most	arduous	and	onerous	task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s	still	

in	the	countryside.	In	recent	years,	Weibin	District	of	Baoji	City	has	explored	a	wa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measures	of	“four	joint	

construction”,	so	a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in	the	reg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its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regions	to	promote	the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immaturity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association	and	provides	releva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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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阶段。从共同富裕

的实践主体和实现途径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的关键主体和重要途径。“共同追求的富裕才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成功与否取决于人民群众能不能共同享受到改革的最终

成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惠农政策，农业经济

发展也面临更多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环境的支持。高质量推进乡村振

兴、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守好“三农”基础、主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重要前提。渭滨区推行“组织联建、党建联抓、党员联动、

项目联营”的村企“四联共建”促振兴工作机制，有效破解城郊乡

村发展困局，走出了一条村企优势互补、联建共赢的发展道路。

本文在对宝鸡市渭滨区在村企“四联共建”助力农户实现共

同富裕的分析及对当地群众调研的基础上，了解其推行村企“四联

共建”的现状，基于问卷调查及访谈等手段所收集的不同数据，从

而了解村企“四联共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

效果，总结其经验以便推广，同时找出其在项目联营中的不成熟之

处并给予相关建议，提升其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效果。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

为了充分了解村企“四联共建”对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

带动作用，项目调研小组成员于对当地开展“四联共建”的情况进

行了实地调研。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了关于现行“四联共建”中项目

联营发展模式现状调查的问卷及促进当地发展情况效果评价的问

卷，共设计出两份调查问卷和两份针对性访谈，其中调查问卷主要

针对企业在四联共建中项目联营中相关问题和四联共建关于农村发

展方面的问题 ；访谈内容中围绕村委会“四联共建”调查研究和政

府关于村企共建方面的调查研究两个方面开展。

问卷调查主要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问卷共包含两

大部分，分为两个调查问卷共计 28 题，第 1 部分为调查四联共建

关于农村发展的影响，第 2 部分为调查企业在四联共建项目联营中

存在的相关问题。本次调查共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 286 份，其中

有效问卷 27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访谈主要针对当地村民以及

当地企业人员的组织者或负责人开展，针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主导产业不明晰，缺乏特殊品牌 ；产业基地建设重数量轻质

量 ；产业整合能力弱 ；龙头企业少，对产业发展的带动能力弱 ；当

地经济获取渠道较少，当地居民收入受限制。其中调查对象认为对

当地经济发展起助力作用最大的是种植业和旅游业。认为推动当地

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农民自身努力，政府资金支持以及企业社会的帮

扶。本次调查问卷中认为项目联营对企业的帮助有利于提高企业社

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当地农村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主要分析了线上和线下收集到的关于企业在四

联共建中项目联营中相关问题和四联共建关于农村发展方面的问题

的调查问卷数据，其统计分析情况如下 ：

（一）四联共建关于农村发展方面的调研

统计结果显示，有 50.59％的人对于乡村振兴比较了解，有

10.59% 的人非常了解，仅有 8.24% 的人完全不了解 ；有 44.71% 的

人认为国家对于农业农村的重视程度较高，认为国家政策目前倾向

于农业有 36.47% 的人认为重视程度很高 ；有 70.59% 的人认为市

场环境的迅速变化，例如农产品销售难，不能有效对接市场，是影

响乡村振兴步伐的主要原因 ；有 70.59% 的人认为村民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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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创业 ；有 61.18% 的人认为乡村振兴的关

键是让村集体有钱办事 ；有 63.53% 的人认为外务工人员不愿意回

村就业或创业的原因是外地工作生活环境好 ；有 63.53% 的人认为

村公共服务方面在卫生室条件方面需要改进 ；有 65.88% 的人认为

政府补贴农业应将重点放在发展集体经营的产业上 ；有 74.12% 的

人认为村企共建对促进乡村振兴作的作用大 ；

（二）项目联营情况的调研结果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有 65.45% 的企业有签约活结对帮扶的村 ；有

85.45% 的企业所在区域出台了鼓励支持企业参加村企四联共建中

的项目联营的相关政策指引 ；有 21.82% 的企业通过参与农业产业

化经营的形式参与了村企四联共建 ；有 85.45 的人认为项目联营对

新农村建设有良好的发展 ；有 74.55% 的人认为推动当地产业发展

主要依靠农民自身努力 ；有 61.82% 的人认为种植业和旅游业对当

地经济发展起助推作用最大 ；有 56.36% 的人认为在考虑联营项目

时，项目利润是重点考虑 ；有 65.45% 的人认为促进乡村民营企业

发展的措施有创造性落实支持乡村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有

67.27% 的人认为项目联营对企业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上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有 30.91% 的人对新农村建设的“项目联营”的建议和

意见是应该建设完整的政策落实监管制度。

三、“四联共建”的成效

渭滨区的“四联共建”之路在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户共同

富裕之路上有以下经验值得推广。

1. 开展村企“四联共建”活动，以党建引领，汇聚人才、技

术、资金优势，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大力发展规模化“特色农业产

业”和农业观光园等“现代都市农业”，有效促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非公有制企业在联建帮带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走出

了一条优势互补、联建共赢的发展道路，为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提

供了丰富理论素材和生动实践例证。

2. 组织联建结对子，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采取村企互认、

组织指定等方式，“支部搭台”激活农村党组织党建活动力。组建

农业产业发展服务团，聚点成面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种植，有助于

形成“一村一品”的农业产业新格局。

3. 乡村振兴伟大蓝图离不开深谙农业增产增收之道的“乡土

人才”支撑，采取“外引内联”涉农专家特派员的形式，围绕各村

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培育集聚人才，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智力

支撑。

4. 村企联建中，项目建设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重要载体。“接近市场”做长做强乡村旅游产业链，提高“都市农业”

服务水准，引导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增收。

四、“四联共建”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问题

1. 四联共建中项目联营模式应用范围有待扩大

宝鸡市渭滨区的特色产业“渭滨五宝”、以机床工具、石油装备、

轨道交通、电力电气、电子信息、航空航天为主的六大传统产业和

以传感器、机器人、互联网、特种叉车四大新兴产业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方式的攻关期，工业总量要实现

新的突破，传统产业必须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必须调整。渭滨加快

发展四大新兴产业，一方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新兴

产业助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此外，更应该注重项目和产业之

间的联营与合作，充分把资源融合并促进协调发展，提升资源整合

效率。

2.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经验不足

当前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还存在产业兴而不旺，农

民致富能力待加强，投资不足与过剩并存，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

乡村振兴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走向共同富裕大局的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所以要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激活要素市场活力，丰富产业生态，实现社会

福利均等化等政策以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协同发展。	

（二）解决措施及建议

1. 明确联营发展模式的优势及做法，将其更加广泛进行推广

要深刻理解四联共建的内涵，宝鸡市渭滨区一要党建联抓 ,	实

现党建工作“强”带“弱”；二要产业联推 ,	实现产业发展“快”带“慢”；

三要帮扶联动 ,	实现基础设施“好”带“差”；四要服务联手 ,	实现

服务水平“高”带“低”。此外，摸准实情、搭建四联共建模式反

馈沟通平台，实现村企精准对接 ；严督促、强保障，确保发展模式

不走偏，不走反，注重村企合作引导，促进各方联动。

2. 积极总结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融合经验

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乡村振兴对推动共同富裕、

解决我国城乡、区域、产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及城乡收入差距拉

大的问题，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二者在目标、使命、

原则、路径方面具有一致性，存在着内在机理。促进农民富裕的举

措之一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方位增加农民收入。要实现农民增

收，重点是激发乡村内生活力，建立各具特色、具有竞争力的现代

乡村产业体系和农业农村导向型的农民稳定增收机制，多途径增加

工资性收入、促进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拓宽财产性增收渠道。从

而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结论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引

进先进生产要素，村企四联共建要以城乡深度融合为方向，打破壁

垒，以产业振兴为核心，宝鸡市渭滨区在实现共同富裕之路上，正

在不断开拓思路，创新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为全国

其他类似地区提供一些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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