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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晋江磁灶镇三吴村传
来喜报：今年上半年，三吴村集
体经济收入已突破 130万元（人
民币，下同）。

往前追溯至2018年，三吴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仅 7.93 万元。
从一年不足10万元，到半年超百
万元，三吴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
了质的飞跃。

农田如何从资源变成资本
三吴村位于磁灶镇西北部，

毗邻天工陶瓷城，村里的经济产
业除 3家陶瓷生产企业外，还有
30 多家配套市场的建材加工
厂。此外，全村有耕地760余亩。

2018年，三吴村被列为“奋
蹄马”薄弱村，村集体经济底子
薄弱、路径单一、不成规模，集体
经济收入在全镇排名靠后。“早
些年，村里的集体经济收入主要
靠盘活一些闲置空间，租赁给陶
瓷商户用作仓储，收益很有限。”
三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吴立钊说，“要想壮大集体经济，
带动村民致富，有一个问题是我
们必须思考的，就是如何让农田
从资源变成资本。”

为破解集体经济发展瓶颈，
近年来，三吴村多次组织村两委
外出学习、考察，结合村情实际，
最终将目光放在了高标准农田
项目和仓储物流项目上。

确定发展方向，三吴村两委
班子主动靠前服务，在数据摸
底、政策宣传、入户协商等方面，
主动出谋划策、组织引导，充分
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引领

作用，成为集体经济增效的“火
车头”。

“碎片化”耕种
转为“集约化”经营

经过集体商议，三吴村确定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的原则，策划了资产经营型、仓库
租赁型、乡村文旅型等多元化发
展路径，大胆提出“打包式”招投
标土地承包、收回集体资产建设
物流仓库的想法，以期不断增强
造血功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位于三吴村三吴溪一侧的
100多亩农地，因土壤状况、交通
闭塞等问题，长期抛荒闲置。周
边其他500多亩农田零散地被用
作耕种或出租，土地资源利用
率、产出率低，不仅管理混乱，还
造成了环境的“髒乱差”。

改变迫在眉睫。2021年，三
吴村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方式，
通过对各个地块进行逐一测量
确认，为下一步的项目发展摸清
了资产“家底”。

在确权面积登记的基础上，
三吴村两委班子与早期老生产
队长分组行动，按照早期每户人
口承包数量对农户的土地承包
面积进行逐户核实、登记，形成
详细台账。

土地台账摸清了，剩下的就
是如何引导村民达成共识。

“100多亩抛荒地进行高标
准农田改造，地块地界及机耕路
建设必然造成面积流失。这部
分流失的面积怎么算？”村民吴
友城的担心也是大多数村民的

顾虑。
为此，三吴村两委班子入户

协商，採取“一对一”宣传或“围
炉夜话”等形式，耐心做通村民
思想工作；同时，多次召开村民
代表会议为群众算经济账，逐一
打消大家的思想顾虑，吸引了更
多村民参与到土地流转中。

2022年，通过对全村 630余
亩农田进行打包流转，公开招标
统一承包给种粮大户进行规范
化种植，三吴村把分田到户形成
的“碎片化”耕种转变为“集约
化”经营。

村民、集体“双增收”

村民吴金钟家的200多平方
米耕地位于三吴溪旁，由于地理
位置不好，已经抛荒多年。村里
统一流转后，吴金钟每年可拿到
土地租金500多元。

“看着荒地上又长出庄稼，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吴金钟说，
他们一家常年在外，没有空闲打
理耕地，每次回乡看着自家的土
地就在那儿闲置着，心里也不是
滋味。

吴金钟坦言，对于村里统一
流转土地集中对外承包，当初不
少人是半信半疑的。现在，看着
手上“真金白银”的租金，村民们
都在夸赞村里会办事。

“通过议标，三吴村的土地
租金确定为每年每亩1620元，比
2018 年 每 亩 430 元 增 长 了
277%。同时，村里还另外收取
每年每亩200元的管理费用。”吴
立钊算了一笔账：经统一流转

后，三吴村的农田每年可创造生
产经营价值超2000万元，村民年
增加租金收入92万余元，村集体
年增加收入 115万元，真正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双增收”。

与此同时，针对完成土地回
收、位于天工陶瓷城边的村集体
企业的集体资产部分，三吴村两
委班子还深入走访党员、村民代
表及群众，收集大家对于该土地
改造的意见建议，着力推动闲置
土地“活起来”。

吴立钊介绍，三吴村周边陶
瓷物流企业多、仓库需求量大、市
场前景广阔，“目前，村里正积极
盘活位于天工陶瓷城边的集体土
地，拟用于建设物流仓库。项目
建成后，预计每年还可增加经营
性收入约 125万元。下一步，三
吴村还打算在农田周边配套建设
农耕採摘园，提供农业採摘服务，
力争将千亩农田打造成农旅融合
的集体经济新增长极。”

“从‘奋蹄马’薄弱村，到着
力打造环境综合整治示范村，获
评晋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再到
盘活‘沉睡土地’、创新‘农业+旅
游’发展模式，聚焦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三吴村每一次蜕变都
看得到、摸得着。”磁灶镇三吴工
作片区召集人杨辉表示，可以
说，三吴村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
色的发展之路，乡村振兴前景可
期。

10 日晚，“农业银行
杯”福建省2023年和美乡
村篮球大赛（村 BA）小组
赛收官。经过 5 天激战，
晋江东石队、泉州池店队
均凭借四战全胜、小组第
一的战绩强势晋级四强。
另外晋级四强的两支球队
分别是泉州宝盖队和厦门
马巷队。
本报记者 张茂霖 秦越

2023年7月12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 五月廿五

菲律宾版
第3617期

www.ijjnews.com
E-mail:jjb419@yahoo.cn

http://www.jjjjb.com.cn

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号 晋江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 黄伟强） 9日晚，奇峰（福
建）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忠燕借爱孙林震旭
十六周岁生日之际，向晋江市英林心公益慈善
基金会捐资100万元人民币。

据悉，该款项将定向捐赠晋江市青阳慈善
基金会，以奇峰（福建）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忠燕名义设立“忠燕助学专项基金”，定向用于
青阳街道助学奖教等教育公益事业。

本报讯（记者 黄海莲）近日，“海丝情 侨
乡赞”泉州侨史座谈会在晋江博物馆举行，来自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及池店镇等各级侨联，
以及文化艺术界代表50余人参加座谈会。

与会人员就归侨作家唐涛甫的人生经历、
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座谈，畅谈唐涛甫等归侨
及海外侨胞爱国爱乡事迹。

会上，唐涛甫分享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畅谈
祖国强大给自己和旅外华人华侨带来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鼓舞更多人爱
国爱乡、热爱生活、回报社会。

据悉，唐涛甫 1939年出生于菲律宾，1942
年回到家乡晋江池店唐厝村。唐涛甫热爱家
乡，他不仅捐资办学兴教，还结合自己的人生
经历，以侨乡为背景，以华侨生活为题材，先后
创作了《归国之后》《赤子情》《海峡涛声》等书
籍，创作体裁涉及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电视剧
本等，手写稿 170 万字左右。虽已至耄耋之
年，但唐涛甫仍坚持创作，抒写海外华侨对祖
国的深情。

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日前，记者从晋江
市商务局获悉，2023年泉州市级利用外资扶持
资金（第二批）项目已启动申报工作，符合申报
条件的企业可于7月11日至7月15日通过泉州
市惠企政策线上直达兑现平台申报，事项选择

“2023年引导外资企业加快到资项目”。
晋江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该项

目资金支持主要有两个核心内容，一个是支持
外资企业加快到资，另一个是对外资并购泉州
企业、境外上市企业返程投资。

支持外资企业加快到资（不含房地产、金融
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当年度实际到资达到
500万美元且为泉州实际使用外资做出贡献的
项目，按年实际到资金额 1%给予奖励，其中对
外商投资企业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境内再投
资泉州市制造业领域且当年度实际到资达到
500万美元的，按年实际到资金额再叠加给予
0.5%奖励，单家企业最高奖励1000万元。

对外资并购泉州企业、境外上市企业返程
投资泉州市且当年度实际到资达到500万美元
的项目，对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全球行业龙头
企业、台湾百大企业来泉设立综合性总部及营
运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等职能
总部的项目，对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当年度实
际到资达到 500万美元的项目，均按年实际到
资金额的1.5%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励。

青阳乡贤借爱孙生日
捐资100万元助教助学

泉州侨史座谈会在晋江举行

最高奖励1000万元
泉州利用外资扶持资金项目
启动申报

盘活“沉睡”资源 让闲置土地“忙”起来
——看磁灶三吴村如何实现集体经济收入飞跃

本报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陈莹莹

福建“村BA”小组赛收官

晋江“双雄”四战全胜晋级四强

本报讯 （记者 杨静雯 陈
巧玲） 12日，由晋江经济报发起
的第六届“夏日送清凉·请喝一
瓶水”大型公益行动正式启动，
17个“清凉一站”赠水点也随之
上线“开张”。

10 日上午，本报公益团队
前往晋江中心城区的 17个赠水
点配送矿泉水和公益海报。上
午 9时许，在位于新华街的新华
书店赠水点，本报公益团队正
在现场佈置，来自重庆的环卫工
人隆永珍在一旁好奇地驻足观
看。记者告知其可以免费取水
后，隆永珍有点腼腆地说：“哎
呀，有点不好意思。”“没关係，
我们发起这次公益行动，就是
为你们这样的高温劳动者服务

的。”听完记者的详细介绍，隆
永珍高兴地说，会在需要的时
候前来取水，并向记者道谢：

“现在这个社会真好！谢谢你
们！”

位于青阳曾井社区的永佳
超市赠水点，今年是第二次申
请加入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

“前段时间天气慢慢热起来，我
们就在等着活动的启动。”老板
黄小碧告诉记者，“一看到报社
发佈的征集令，我马上就报名
了。”据她介绍，店铺周边有不
少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
等高温劳动者，接下来，他们将
做好“清凉一站”赠水点的管理
工作，主动引导高温劳动者免
费取水，为更多户外作业人员

送去清凉。
据了解，首批 17 个赠水点

开放时间为上午 7 时到下午 6
时，部分点位将根据营业时间
自行调整赠水时间。与此同
时，由本报发出的爱心征集令，
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积极响应，截至 11 日下午 6
时，已收到来自晋江青商会、晋
江农商银行、晋江城建&菁华·

右文府、晋江城建集团权属企
业晋江市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跑酷熊体能运动中心、季延
中学初 00高 03届同学会、内坑
中学初三学生吴智灏、泉州伟
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季延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张
耿伟、安海镇金秀阁闽菜酒楼
等爱心企业、组织和个人捐赠
矿泉水共74848瓶。

17个“清凉一站”昨日“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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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致敬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由晋江经济报发起的第六届“夏日送清凉·
请喝一瓶水”大型公益行动正式开启。广大爱心企业、热心市民和商家，如果你们也
想加入，欢迎拨打爱心电话 0086-595-82003110，或到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号留下姓
名、地址、联繫方式，本报将有专人进行对接。本次公益行动诚邀全市上下一起携手，
为晋江城市降温、为晋江人文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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