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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成员身份确认，扎实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积

极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

他表示：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已经展开，这项

改革涉及农民切身利益，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将按照深

化试点、先立后破、稳慎推进的要求，在做好调查摸底、确权

颁证的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重点围绕宅基地三权分置，推动

取得一批实质性试点成果。”

易居乐农的共享农庄项目，对“空心村”闲置的农民宅基

地上的房屋进行改造，打造“一房一院一田”的乡村文旅产品。

这正是对“三权分置”的实践：土地的集体性质和所有权没有

改变，企业获得运营权，而村集体将集体建设用地或宅基地评

估入股获得收益权。如此一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农村闲置宅基地等“死资源”变成了“活资本”。

从全国来看，农民收入四大构成中，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

3%-4%，欠发达地区的该项占比更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

潜力和空间很大。共享农庄的探索，正尝试为此提供一种可能性。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解决基层反映的农村用地难的

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完善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的政策，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要优先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用地。

文件要求：根据乡村休闲观光等产业分散布局的实际需要，探

索灵活多样的供地新方式。这从顶层设计层面，为以共享农庄

为代表的乡村文旅产品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庞元认为：如果说“社区的力量”是从消费端切入对乡村

的帮扶，那么共享农庄则将创新力量更多集中在了供给侧。共

享农庄的硬件建设完成后，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健康的运营，易

居乐农引入的国内领先的特色民宿运营规划团队，将为当地带

去先进的理念，开拓当地人的视野与思路，实现思想源头上的

帮扶支持。

从 CSA 概念的角度看，共享农庄能让都市里的消费者融

入农村，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更看重社区中情感及文化

的传递。项目的运营将主要录用当地人员，这不仅让村庄恢复

人气避免“空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让他们获得了技

能和理念的更新。这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了潜在的人力资

源。

“乡贤返乡、市民下乡、产业兴乡”的共享农庄发展模式，

已在河北蔚县西窑头村的实践中开始被鲜活地证明：留守村子

多年的人们找到了生活的奔头；许多之前离开的村民正陆续返

回；不少外村人慕名而来，四处打听能不能在村里盘下一间屋

子用来改造成设计师民宿……创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带来的不仅

是一栋栋现代化的民宿和整洁宜人的村容村貌，更是村民崭新

的精神面貌，是他们内心迸发的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动力。

共享农庄的“共享”有多层含义，最重要的就是与农民共

享幸福美好生活；“社区的力量”得以成功推行的原动力，同

样在于参与的每一分子与被帮扶地区民众共同富裕的心愿。

在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

同富裕道路的引领下，人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细微力量将汇

聚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民族振兴的宏

伟目标奔腾向前。

　　“乡贤返乡、市民下乡、产业兴乡”的共享农庄发展模式，已在
河北蔚县西窑头村的实践中开始被鲜活地证明。

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概念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源于瑞士，

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的瑞士和日本，因化学、石油

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引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

忧，有些农场也同样担忧化学、石油技术会污染自

己的农场，同时想为自己的农产品寻找一个稳定的

市场，于是消费者和农场就展开合作，形成了经济

伙伴。CSA 拉近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缩短农产

品销售渠道，促进提升农业供应端质量，促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是具有国际人文精神的一种生态农业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