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留四成，集体经济多了源头活水
——破译“亿元村”里水河村社区的村治之道

临近仲夏，午后骤雨初歇，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
落在紧邻南海区里水镇艺术河畔的河村社区。

河村经联社大头岗9号旧厂房改造现场热闹非
凡，机器轰鸣声，焊接声、捶打声交织在一起，施工人
员正争分夺秒抓紧收尾，赶在今年6月竣工。

穿梭在施工现场，步履匆忙的河村社区两委干部
刘立铭告诉记者，大头岗9号旧厂房改造项目去年7
月开始打桩建设，尽管尚未竣工，已有企业老板斥资
几百万元预订承租。

作为南海最先发展起来的村居之一，河村社区去
年村组两级总收入达1.1218亿元，人均分红1.5万元，
成为名副其实的“亿元村”。高速发展的背后，有政策
东风，更有立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全力推进“工业上
楼”的新变革。

与一些村组更注重分红不同，河村社区每年都会
提留40%资金用于村居再发展，提留资金也因此成为
村集体收入逐年上涨的源头活水。依托这份可持续发
展的“藏养之道”，河村社区充分释放土地空间，以产
业反哺乡村，产村融合，城乡一体，村容村貌变得更
美，村民们的幸福感更强了。

从里水大道南驾车拐入碧

湖路，继续前行，进入河村社区

山塘工业区，周边低矮的厂房

中，一处 8层高的厂房格外显

眼。

“这里以前是建于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低矮砖瓦厂房，里

面都是一些低端的印刷、五金、

制鞋等行业。改造前消防隐患

很多，周边居民都很担忧。”土生

土长的河村社区居民陈锦初，是

亲历者和见证者，“经过重新规

划改造，我们社区每隔几天就不

一样，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讲起河村的改造和变迁，河

村社区党委书记张永祥十分感

慨。他告诉记者，河村历届班子

一直坚持资金提留的模式，从

1994年开始，每年年终会将集

体收入的60%作为股东分红，

其余40%留存在村组两级中，

作为改善集体福利和发展资金，

这也使得河村的发展具有可持

续发展的保障。

正是得益于集体收入“分六

留四”，2020年，河村经联社自

筹资金3000多万元，重新规划

改造山塘工业区，将之变为8层
高的标准厂房，“厂房从去年起

整栋出租给一家钛金属制造企

业，一年租金收入从65万元增

加到600多万元，差不多翻了

10倍，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益

跨越式提升。”负责社区村改项

目的刘立铭说。

山塘工业区的成功改造，给

了河村经联社坚定的改造信心

和良好范例，河村各个经济社纷

纷抢抓村级工业园改造的利好

政策。

与珠三角其他富饶的村居

一样，村级工业园曾是河村社区

集体经济发展的功臣。然而，因

其效益低、环境差、存在安全隐

患等，如今已无法满足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

“要拆，要改，还要规模化、

集约化、连片化改造！”河村村组

两级干部铆足了劲，淘汰原来落

后产业，引进环保、新材料等“两

高四新”产业。改造过程中，河

村社区还探索出村民集资、毛地

入市、延期改造等多种因地制宜

的改造模式。

“看到山塘工业区改造后的

收益对比，不少村民都心动了，

纷纷自筹资金拆旧建新。”刘立

铭表示，很多规划中的村级工业

园项目都是奔着高容积方向去

的，9层的工业大楼也有不少，

各个经济社都达成了改造的共

识，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在社区

内步入良性循环阶段。

目前河村社区已推出了十

大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超10
万平方米的旧厂房正在推进改

造。其中，江边经济社的江边商

业楼和江边工业厂房项目已于

今年 4 月投标，预计总投资

2700万余元，均为自有资金筹

集，计划2024年投入使用。

“江边商业楼项目，改造前

租金仅七八万元一年。改造后，

保守估计年租金可达到380万
元。”江边经济社社长李永源说，

借助村改，江边还给过去没有土

地证的旧厂房办上“身份证”，解

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村民的荷

包鼓了，心也稳了。”

向存量要空间、重塑河村经

济生态，如今，村级工业园升级

改造，正成为河村社区实现“村

居蝶变”的重要空间载体，更是

助推基层治理的一把坚韧利器。

下午4时，阳光透过树叶

间的缝隙,在地上映出一片

斑驳。河村社区的月池村委

会格外热闹，村民们有的开

着小汽车，有的骑着摩托，有

的推着三轮车赶过来。他们

的车上都堆满了大米和花生

油等生活物资。

“我家四口人，今天领了

200公斤米，120公斤油。”

陈锦初笑着说。

“今天是端午福利发放

的第一天，所有入股的村民

都有一份大米和花生油。”河

村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麦志

隆告诉记者，不只是月池经

济社，其他经济社村民，都会

收到一份端午“大礼包”。

村里富起来了，每逢节

日会给村民送上一份福利，

丰富大家的生活，这一传统

已经持续了 20多年。不止

如此，在河村，还有一条坚持

多年的宗旨，那就是经济发

展与人居环境要齐头并进。

和所有“亿元村”一样，

河村社区最大的特色是出租

屋多，下辖6个经济社，户籍

人口4300余人，流动人口有

1万多人，是本地人口的三

倍。复杂的人口结构和文化

差异，给社区工作人员带来

了不少难题。

如何调解本地人与外地

人的矛盾？又如何破解村内

综治工作压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

都明白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

关系。”在麦志隆看来，没有

外来务工人员，居民就没有

那么多收入，同时外来务工

人员在这里也能获得更多工

作机会，挣更多的钱。

为了缓解流动人口带来

的综治压力，河村社区成立

了综治工作中心，实现调解

会、治保会、妇委会、综治办

一体化运作，并投入超百万

元，在里水建立首个村级视

频监控室，在村主干道、停车

场出入口设置200个视频监

控点。监控岗位实行 24小

时责任制，实时传送着社区

各个角落的动态，当监控范

围发生异常情况，可在第一

时间得到有效处置。

“自从有了视频监控，社

区治安水平提高了，居民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提升了。”张

永祥说。不仅如此，河村社

区还组建起一支 42人的治

安队伍，负责调查登记了解

全村人员的情况，一旦出现

矛盾和问题就要立马解决，

为社区居民筑起社会安全

“防护罩”。

“滴滴！”临近傍晚，月池

经济社社长吴显潮的手机响

了起来，原来是月池车辆管

理微信号收到村民的意见反

馈，他立马跟进回复。两年

前，为了缓解社区内停车难，

河村社区利用社区闲置地，

硬化地面，建起了8个生态停

车场，提供超 1000个停车

位，白天免费对外开放。为

了管理好这些公共停车位，

月池经济社采取了微信公众

号形式。

80后的吴显潮是去年换

届后进入村社干部的岗位，

在他的创新下，原本只是服

务停车位管理的微信号“升

级”为集信息发布、意见反

映、工作监督等为一体的点

对点沟通平台。当遇到涉及

治安、环保、法律等超出职能

范围的问题，吴显潮就会向

其他部门寻求解决办法，并

及时回复村民。

“没有局外人、没有旁观

者，社区里的每一个人都是

共建人。”在他看来，微信公

众号是和村民沟通的“桥

梁”，你来我往中实现了“人

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

享”，也提升了村民的认同感

和参与感。

如今，河村社区各个经济

社以党建引领，发动167名党

员、11名网格员等一线力量，

通过三级党建网格，下沉到各

村察民情、听民声，将问题摆

上“台面”，一同商议解决，不断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经济好，环境美，我宁愿住在村

里，也不愿去城里住楼盘。”晚饭过

后，天还没黑，70多岁的麦宜沛迫不

及待地来到江边经济社的村前公

园。此时，公园内已经人声鼎沸。舞

池内，村民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扭动身

躯，不远处是去年翻新的灯光球场，

喝彩声、口哨声此起彼伏。

在里水“村村有特色，一村一品

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中，河村的品

牌定位为“文明窗口·幸福河村”。从

2003年开始，河村就要求各经济社

每年按照集体收入，以约5%的比例

将资金投入到村容村貌建设。按照

里水“公园化战略”和“美村计划”，至

今镇、村、经济社三级投入过亿元。

“小时候一穷二白，环境杂乱，现在

感觉像住在花园里。”自小在河村社区长

大的陈锦初感受颇深，“每隔一两年，村

容村貌就会升级一次，前段时间月池村

完成了雨污分流改造，几乎闻不到臭气

了。”如今，走进河村社区，硬化道路旁

花木扶疏，一方方水塘串联如珠，每个

自然村都有公园，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扮靓“面

子”，还要有文明“里子”。

近年来，河村深入推进乡村善治，

健全公共文化体系，新型卫生服务站、

设施完善的幼儿园、读书驿站、灯光球

场……这些公共服务对村民及外来务

工人员一视同仁、免费开放。

其中，河村幼儿园有400余名学

龄前幼儿，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了2/
3，这是河村配套不断完善，本地居民

与外来务工人员共享发展成果的佐

证，让外来人口的归属感更强了。

“你在这儿生活感觉如何？”“这儿

就是我的家，很幸福！”在河村生活了

18年的外来务工人员郑彩梅笑着说。

内外兼修下，社区有了活力，村民

的精神文明日渐丰盈。“每个经济社都

成立了篮球队、足球队、龙舟队、舞蹈

队等，每年会举行比赛。”麦志隆说，在

河村社区中心公园的创益中心内，还

有曲艺社、太极队等兴趣小组，也全部

对外免费开放。

私伙局里，畅怀对唱，以曲会友；

篮球场上，挥洒汗水，以球传情。而每

年村里的篮球赛可称得上是河村社区

的盛事，已经持续了25年，赛事由企

业、经济社组成15支队伍进行对抗。

“只要参加，就有奖励，社区每年投入

的资金超过了20万元。”麦志隆说。

不管你是哪里人，来了就是河村

人。以实招改善“硬环境”，以暖意润

泽“软环境”，作为“微细胞”的河村社

区正成为基层治理“能量场”，为南海

带来日新又新的活力。

文/珠江时报记者付艳霞梁慧恩

通讯员南宣

图/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

用好“钱袋子”打出“和谐牌”
提升社区居民安全感幸福感

提留40%集体收入再发展
村民荷包鼓了，心也稳了

过亿资金改善村容村貌
“面子”“里子”都有了

■■河村位于里水镇城区南面河村位于里水镇城区南面，，东临里水河道东临里水河道，，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区域位置优越区域位置优越。。

■■河村社区山塘工业区新修建的河村社区山塘工业区新修建的88层高标准厂房层高标准厂房。。

■河村经联社大头岗9号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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