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两村村相相隔隔四四十十里里
““红红娘娘””牵牵线线成成一一家家
牟平两村庄跨镇“联姻”实现城镇化

在谷歌卫星地图上，烟台市
牟平区的形状如同一个平行四
边形。位于牟平区北部的宁海街
道石硼村里，密密麻麻到处是高
楼，偶尔出现的空地也是正在建
设的工地。与石硼村相距20公里
的牟平区水道镇分水岭村则是
大面积的丘陵山地，偶尔散落着
几户人家。两个村子就像平行四
边形上下两个边上的点，似乎没
有什么交集，也很少有人会将二
者放在一起联想点什么。

宁海街道的石硼村，是一个

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经济强村。
全村拥有村民330人，土地约110

亩。近年来依托靠近城区的良好
区位优势，通过大力实施旧村改
造，商贸并举加快发展，村集体
经济日渐强大，发展势头日益强
劲，但匮乏的土地资源成为制约
村子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而 2 0公里之外的水道镇
分水岭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
农业村。全村共有村民 3 6户、
84人，收入来源以种地和外出
务工为主，人口老龄化、村庄

空心化现象严重；村集体经济
长期处于零收入状态，且负债
高达13万元，村各项事业发展
面临着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

一个村发展无“用武之地”，
一个村发展有心无力。合并，可
互为补充。安置方面，宁海街道
石硼村开发的领海公馆二期工
程已开建，可为整体搬迁提供保
障。但两个村相距20公里，中间
隔着一个高陵镇，分别属于南北
不同的乡镇，跨镇合并能不能实
现？

“手中无地，心里发慌。”
石硼村为牟平城市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由于政府征用，
石硼村成为失地村，人均土地
不足0 . 3亩，虽然眼前土地出让
和房地产开发，让村里有了可
观收益，但随着土地的减少、
耗尽，这种依靠土地开发的发
展模式难以为继，怎么办？

一招妙棋，满盘皆活。两
村合并后，石硼村的百姓从失
地到有地，分水岭村的百姓离
土不失地，不仅农副产品供应
有了保证，而且丰富的土地资
源也为村庄未来发展提供了
广阔空间。

“看这里是樱桃园，这里
是板栗园，那边是……”丁波
指着眼前这片刚开发的荒山
说，3年后你再来，会是另外一
番景象。目前，石硼村不仅投
入 1 3万元偿还了分水岭村的
债务，还投入了1500万元与分
水岭村一起制定出一份未来
的发展规划：对分水岭村1300

多亩土地、山峦整体开发，将
充分发挥分水岭村依山傍水、
环境秀丽的资源优势，打造成
集 大 型 敬 老 院 、婚 纱 摄 影 基
地、儿童乐园、蔬菜种植基地、
百果园教育基地为一体的生
态、旅游、采摘、休闲、度假综
合体。

“合并前，石硼村每年都
会组织村里 6 0岁以上老人免
费旅游一次。这不今年5月份，
分水岭村的 1 1位老人也一块
儿去了北京旅游，考虑到分水
岭村里的老人是第一次出远
门，没有坐过火车和飞机，石
硼村的领导特意安排去的时
候坐飞机，回来坐火车，让老
人们都坐坐。”丁波说。

“老人们回到村里后，很
长一段时间都还很兴奋。”分
水 岭 村 支 部 书 记 于 志 军 说 ，

“有的老人说，飞机都坐过了，
这辈子值了，我说好日子还在
后面呢！”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两村并一村

都有“新机遇”

分水岭村一角。未来，这里将开发成生态旅游度假乐园。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任务，到底该
怎么走？许多地方都在探
索，有的地方是政府出资
并村建社区，有的地方是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前者
投入巨大，后者需要时间。
而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分
水岭村却没有向国家和老
百姓要一分钱，就要马上
实现城镇化了。秘诀是什
么？答案是依靠土地流转，
城乡“联姻”。

千里姻缘一线牵，美好姻缘
需要那个牵线的人和那根细细
的红线来促成。谁也不会想到，
促成两个村联姻的那根红线，竟
然是要压垮分水岭村的那13万
元外债，而那个牵线的“月老”就
是刚刚从宁海街道调任水道镇
的镇长丁波。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
偶然。”现任水道镇镇长的丁波
说，当初这个想法就是有一晚上
突然冒出来的，没想到真的成
了，不过这其中也有必然，因为
有共同的目标，还有天时、地利、
人和。

2012年春节刚过，分水岭村村

支书于志军就到镇政府给新到任
的丁镇长“拜年”，但主要还是寻
求支援。原来分水岭村的进村水
泥路是建设方垫资给修的，最后
结算村里欠建设方13万元。“村里
确实拿不出来这个钱，镇上能不
能帮一把？”“镇财政是全镇56个
村的钱，帮了你，其他村怎么办？”
丁波略加思索地说，“这样吧，你
们村山峦多，看看帮你联系一个
投资商，承包你们的山峦，说不定
可以把‘饥荒’还上。”

丁波原来在牟平城区的宁
海街道工作，对宁海街道辖区的
几个村都熟悉，“石硼村的支部
书记李福林外号‘铁头书记’，敢

想敢干，是个干事的人。我当时
给他打电话说，这边有个村山地
资源丰富，能不能过来投资承包
一个，有时间过来看看。”当时李
福林就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到了晚上，我还在琢
磨这个事儿，既然能承包一个山
头，这个村一共才36户，能不能
连村也承包了？这不也是一条城
镇化的路吗？第二天一早，我就
给李书记打电话，分析了情况，
没想到一拍即合。一晚上的时间
就这样成了，是不是有些偶然？
但如果不是国家有政策，又遇到
敢想敢干的人，恐怕也成不了。”
丁波说。

跨镇域合并，无前车之鉴，
遇到的阻力不小。分水岭村村支
书于志军说：“要搬离祖祖辈辈
住了几代人的‘家’，大伙儿心里
失落不说，还怕合并后被当成

‘外来户’受歧视。”石硼村的干
部则怕分水岭村拖垮了村子，村
民怕福利被别人分一杯羹而影
响既有利益。

为让大家吃上“定心丸”，宁
海街道与水道镇广征民意，形成
了一份两村的《合并协议》，明确
强调要做到“三个确保”：居有所
安、劳有所事、应保尽保。“简言
之，两个村合并后，石硼村村民
有的，分水岭村村民都会有，而
石硼村村民的利益，也不能受影

响。”丁波说，“三个确保”让大家
心里有了底，两个村同意“牵
手”。

在宁海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和水道镇党委、政府的牵线搭桥
下，优势互补的两个村终于走到
了一起。合并后，分水岭村84位
村民的户口全部迁到石硼村，在
房屋拆迁安置上，原来的平房将
统一置换为石硼村90平米左右
的楼房，并以每平米1145元的价
格实行多退少补找差价。在劳动
就业上，分水岭村男不满60周
岁，女不满55周岁的村民，自愿
要求参加工作的，可由村里统一
安排工作。在村民待遇上，与石
硼村村民完全一致：村里集中缴

纳城镇养老保险，每人每年发放
各种补贴约1200元；在传统的春
节、端午、中秋三大节日，每名村
民发放折合人民币约2000元左
右的福利；村民生病住院，在医
保报销的基础上，村里再补贴
1000元。

为更好地经营两村的资产，
两村共同成立了村级资产股份
合作社——— 牟平区珠鸿祥兴农
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借鉴股份
制的形式，将两村的共同资产包
括土地、山峦、厂房等统一流转
整合，登记在册，然后折股，量化
给每位村民，年底根据盈利情况
分红，给村民提供了一份长久的
收入来源。

发展同遇瓶颈

富村穷村都犯愁

镇长客串“红娘”

两个村子成了亲

成立股份合作社

村民个个是股东

C12 焦点

跨镇“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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