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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成都市充分发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优势，
结合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统筹发展”
工作主基调，深入实施 “五大兴市战略”，紧扣新型城镇化和幸福美丽新
村建设两条主线，突出抓好改革创新探索和试点试验示范，启动了一系列
试点试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新成效、新经验、新亮点。

为反映和总结２０１５年成都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成果，四
川大学成都科学发展研究院和中共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
了 《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年度报告 （２０１５）》。报告汇集了成都市２０１５年统
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改革和实践、专家的研究成果、实践案例及统筹城乡发
展发展评价监测报告等内容。

报告的编写得到了市级有关部门和区 （市）县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本报告如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
们将在以后的年度报告编写过程中加以改正。

编　者
２０１６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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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２０１５年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工作情况
中共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成都市充分发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优势，结合全国
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统筹发展”工作主基调，深入实
施 “五大兴市战略”，紧扣新型城镇化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两条主线，突出抓好改革
创新探索和试点试验示范，启动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
革、中小城市综合改革、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等一系列试点试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取得新成效、新经验、新亮点。

一、国家级试点增添新动能

（一）扎实推进第二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针对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试点，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试点，改进农业补贴办法试点试验，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
点，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村转社区等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试点，以农村社区、村
民小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试点”７个方面的改革试验任务，已出台３０余个具体实施
方案，明确了４９项改革试验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成果形式，改革试验工作实现
良好开局。

（二）郫县获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国家级改革试点

试点实施方案已获国土资源部审核批复，明确了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
权制度，明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建立兼顾国
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４个方面１５项具体改革任务。９月７日，

郫县唐昌镇战旗村以５２．５万元／亩 （共１３．４４７亩）成功拍卖首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敲响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 “第一槌”，试点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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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市成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委和省政府正式批准 《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
改革试点方案》，成都成为全国首个试点城市，明确了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创新金融
产品和服务方式、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健全配套政策
措施５个方面１９项金融改革任务。

（四）温江区获批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改革实施方案已获国家发改委审核批复，以加快新型城镇化为主题，以深化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明确了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城市建设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城
市治理机制４个方面２５项改革任务，加快建设大都市近郊中小城市综合改革先行示
范区。

二、“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探索幸福美丽新村建
设新路径

按照 “四态合一”理念和 “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目标要求，大力推广
“小组微生”新模式。目前全市建成和在建的 “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１２３个，走
出了一条符合农村实际、形态优美、产村相融的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新路径。崇州市白
头镇五星村、郫县三道堰镇青杠树村、大邑县苏家镇香林村、邛崃市夹关镇周河扁和
高何镇寇家湾安置点已形成示范效应，“小组微生”已成为我市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标
志，得到了国家部委的充分肯定和中央、省级媒体的广泛宣传，称 “小组微生”模式
是 “新农村建设的２．０版本”。

三、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形成新亮点

率先探索开展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建设，突出成片推进、组团发展，整体推动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双轮驱动”，将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集体建设用地开发
利用、宅基地退出、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农业经营体系以及乡村治理机制等改革创新
在示范镇、示范片集中进行试点试验，努力形成改革的综合示范效应。目前，全市共
确定统筹城乡综合示范片１４个、示范镇１２个，崇州市白头镇—集贤乡、大邑县斜源
镇—花水湾镇—出江镇、金堂县竹篙镇—又新镇—广兴镇、彭州市濛阳—葛仙山示范
片等已初见成效，成为统筹城乡新的示范展示窗口。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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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开辟新领域

（一）健全农村产权管理服务体系

推进乡镇农村产权管理服务中心建设，促进农村产权管理服务职能向乡镇延伸。

全市已建成２５３个乡镇农村产权管理服务中心，实现农村产权管理服务职能全域覆
盖。推进农村产权 “全域数据库”建设，初步建成城乡土地、房屋统一登记信息平
台、管理数据库系统。加快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工作机构和基础性制度。

（二）全面推广深化农村产权登记颁证工作

制定出台土地经营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小型水利工
程所有权等新 “四权”的登记管理办法，新颁发相关权证９４１９９本，登记颁证服务实
现全域覆盖。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开展发放林地经营权流转证试点。

（三）启动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试点

优先在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片、示范镇选择确定了２６个有基础、有条件的村
（社区）开展先行试点，将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农村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
合作社，采取规范组建农业公司制企业、农民合作组织、资产管理公司等多种方式，

培育发展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组
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社区和幸福社区、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九龙湖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已初步显现。

五、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开展新试点

（一）稳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试点

按照 “全面探索、稳步推进、局部试点、结果可控”的要求，有序扩大集体建设
用地开发利用试点范围和试点内容，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及开发利用的路径办法。

开展有条件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试点，研究制定农村宅基地管理和宅基地使用权
退出的专项实施方案：邛崃结合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探索了 “具备条件、自愿放弃、经
济补偿”的办法，鼓励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向城镇转移；青白江探索了 “权属剥
离、市场定偿、整户退出”的办法，引导符合规划区域的农民退出零星宅基地，引进
项目实现就地发展。开展盘活闲置农村房屋资源改革试点，利用农村闲置房屋发展乡
村旅游业、种养业和解决贫困群众居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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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新

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直接抵押、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融资，拓宽农村有效抵 （质）

押范围。温江、崇州、郫县被列入全省３０个首批农村产权抵押试点县，温江结合区
域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率先发布区域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基准价格。目前，全市累计
实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２９７６笔，金额１２２亿元，其中，农村房屋抵押２３５５笔，金额

６．７亿元；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８３笔，金额２７０７万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
押３００笔，金额７４．５亿元；林权抵押２３８笔，金额３９．５亿元。完善农村产权抵押融
资风险防范机制，制定出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使用实施细则，明确了农村产
权抵押担保和贷款损失的认定、抵押资产的收购、评估和处置等具体工作流程，消除
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顾虑。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在巩固已有的８个传统
农业和森林险种、１０个特色农业险种基础上，开展小麦保险和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试
点，设立杂交水稻制种、８公斤以下仔猪及小家禽等地方特色保险品种１２个，全市
农业保险品种达到２１个，提供风险保障１１３．６亿元。

（三）完善以成都农交所为重点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

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制度体系，完善交易目录、交易管理办法和风险防控机制，整
合资源，加强网上市场建设，积极推进并实现与巴中、内江、自贡等１１个市州共建
共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体系，其中已与５个市州和３３个县农交所正式联网运行，

努力将成都农交所建成全省农村产权交易综合平台。目前，成都农交所各类农村产权
交易金额累计超过４５６亿元，交易总量稳居全国同类交易所之首。其中，土地承包经
营权交易１０３８１宗，交易金额２１９．５亿元；林权交易９３４宗，交易金额１８亿元；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１１０宗，流转金额８．５亿元；建设用地指标交易１０８６宗，交
易金额１６１亿元；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７６宗，交易金额９．５亿元；农村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交易１８宗，交易金额１２．５亿元；资产处置挂牌１５６个项目，交易金额２７
亿元。

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达到新高度

（一）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完善以农业职业经理人选拔、培养、聘用、考核和交流为重点的培育机制，积极
发展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职业经理人等新型经营主体，有效解决
新形势下 “谁来种田” “谁来服务”等问题。全市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发展到４７６家；

新发展农民合作社２２０家，累计达到６４１０家；新发展家庭农场３２５家，累计达到

２５０８家；新培训农业职业经理人１３００人，累计达到６１３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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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广新型农业经营方式

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引导土
地经营权向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流转。总结推广崇州 “农业共营制”、

新津 “生产全托管”、邛崃 “土地预流转”等多种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目前，全市耕
地流转面积３７２．６万亩，规模经营率达到５８．６％。国务院在我市召开 “全国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并推广成都经验。崇州市 “农业共营制”被 《红旗文稿》以
《农业共营制：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新突破》为题刊发宣传报道。

（三）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建立涉农资金整合机制，全年整合各级财政资金近１２亿元，用于新农村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推进农业补贴制度改革，将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
度规模经营，整合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提高财
政支农资金的精准性、时效性和使用绩效。开展财政支农资金形成资产股份化改革试
点，进一步明确资产范围、实施主体及工作步骤。探索涉农项目ＰＰＰ模式，选择在
蒲江、大邑启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试点。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新增社会化服务组织３０５家。

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立新机制

（一）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贯彻落实国家、省户籍制度改革要求，研究制定加强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主体文
件和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调整完善市外人员入户意见等５个配套文件，形成了
我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１＋５”的系统政策体系。已出台 《成都市居住证管理实施办
法》和 《成都市居住证办理细则》。推进居住证积分管理信息系统和居住证积分管理
机构建设工作。

（二）持续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度，制定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全市统筹实施办法，实现全市统一编制基金预算、统一调度和使用基
金；启动我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改革，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和中断缴费人
员持续参保缴费。探索解决农村住房困难户住有所居的问题，建立分区域统一的农村
住房保障体系，区 （市）县重点通过租赁补贴的形式解决农村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开展 “农民工住房保障行动”，全市已向农民工定向配租公共租赁住房１５６２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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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探索新方法

（一）健全乡村治理机制

完善 “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新型治理体系，推进新领域基层党建。我市已有

１１５３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５３３个村转社区建立了党支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率分
别达８０％、１００％。推行收集、审查、决议、公示、执行 （监督）测评、归档 “七步
议事法”，实现议事、协商、执行、评议全程规范、运行有序，提升村 （居）民议事
会运行质量。完善 “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制度，推行村 （社区）自治事项清单、村
（社区）依法协助政府服务事项清单和政府下沉村 （社区）服务事项负面清单，集中
排查清理市、县、乡三级部门延伸到村 （社区）的公共事务１５００余项，切实为村
（社区）减负减牌。完成全市６３４名村 （社区）议事会召集人的示范培训；健全村
（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议事会成员联系村 （居）民制度。

（二）推进新一轮深化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的落地落实

出台深化改革的意见，修订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形成深化改革配套
政策体系。开展政策培训宣传，召开专题培训会、工作现场会和市、县、乡、村 “四
级”政策培训会等各类培训约１０３０场、５．３万人次，印发工作手册１．２万册、资料１００
万份，让政策进村入户。严格资金拨付，各区 （市）县完成全年村公资金拨付到位共

１１．８６亿元。严格规范项目管理，按照优先项目清单、禁止项目清单和重点环节操作规
范清单的要求，全市议决村公项目约２．５万个，其中优先项目约１．９万个，占项目总数
的７６％。严格资金监管，开展涉农专项资金整治行动，建立并推行明察暗访、整改通
知书、暗查回访、查处监督、考核台账等五项制度，移交违纪问题线索２１个。大邑县、

新都区已初步建立了村公资金管理新机制，有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三）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自治管理创新

通过组建完善农民集中居住区业委会、议事会、监委会等机构，将农民集中居住
区管理和服务事项交由入住农民自主决策和实施，推进入住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开展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管理现状的调查研究和第三方测
评，研究制定加强农民集中居住区管理的办法。

（四）完善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村民自建改革

扩大村民自建项目范围，首次将村级活动中心改建项目纳入村民自建。安排资金

１９００万元，区 （市）县配套其他行业项目资金１０００余万元，在大邑县、崇州市等８
个区 （市）县打造１１个类型的村民自建集成示范点。完善村民自建改革模式，形成
“实施体系、组织体系、监督体系、制度体系＋信息化平台”的 “４＋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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