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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门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上榜全国试点典型单位

外嫁女外迁户权益一样不少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去年6月，斗门区出台《珠海市斗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认定指导意见》和《珠海市斗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
革指导意见》，拉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大幕。

近一年时间过去了，推进情况如何，成效怎样？“外嫁女”“外迁
户”等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4月14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二批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典型单位名单，斗门区榜上有名，成为全省获此荣誉的三地
区之一。“工作扎实、成效明显、具有引领作用”，成为斗门区此次上
榜、供各地学习借鉴的缘由。

尊重历史，举措创新，惠及农民。斗门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区22.6万名农民获得实在好处，为
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打下坚实的基础。

镇街立下“军令状”
斗门区筑牢农村自建房安全“生命线”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
21日下午，斗门区安全生产专
题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市安
全生产事故警示会议精神，通
报近期斗门区安全生产形势，
部署相关工作。针对农村自建
房的安全工作，会议明确要落
实“四个一”“六个抓”“五个到
场”要求。

会议指出，斗门区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工作，在疫情防控
期间，大力开展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深入开展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
建筑施工、消防安全、隔离酒店
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排查，
及时整改发现的安全隐患，确
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好
监管工作，全面清查防堵安全
生产漏洞；要找出重点，抓好事
故隐患的排查整治工作；要开
展各行业领域的专项整治，严
密防控风险；要加强警示教育，

实现宣传工作全覆盖。
针对农村自建房的安全工

作，斗门区政府与各镇街签订
《斗门区农村自建房安全工作
责任书》，明确提出“四个一”

“六个抓”“五个到场”要求。
“四个一”即发一个“关于

对农村自建房排查监督工作”
的通知，传达会议精神，发出提
醒警示；制定一个《斗门区农村
自建房管理办法》，强化对农村
自建房建设行为规范；签订一
份《斗门区农村自建房安全工
作责任书》，建立切实有效的管
理工作机制；进行一次安全隐
患大检查，督促指导农村自建
房安全管理。“六个抓”即抓警
示教育宣传、抓报建审批、抓图
纸设计、抓工匠培训、抓长效机
制、抓绩效考核。“五个到场”即
相关责任人员在自建房“放线”
的时候要到场、开挖打桩的时
候要到场、首层浇筑的时候要
到场、二楼封顶的时候要到场、
验收的时候要到场。

斗门区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为1375家企业复工复产除隐患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复
工复产如火如荼，为确保化工、
医药及危化品等行业企业的生
产安全，近日，斗门区应急管理
局聘请专家组成检查组对相关
行业进行专项检查，排除“安全
隐患”，防范事故发生。当天的
专项检查行动中，斗门区应急
管理局共检查了化工医药及危
化品生产经营企业20家、加油
站36家。

4 月 17 日，检查组来到
中国石化白蕉加油站，现场
重点检查了加油站人员的日
常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
和隐患排查整改等内容，并
对储油罐及加油机有无安全
隐患，企业安全职责是否落
实，员工是否认真执行各项
安全生产纪律和操作规程，
应急设备库的物资、安全设
施、防灭火系统及消防器材
及照明是否缺失等逐项进行
检查。

在北衫化学珠海有限公
司，检查人员走进危化品罐装
区、生产车间现场作业区，对企
业的安全警示标示、安全教育

培训、安全防护设施、安全生产
台账等进行详细检查。

在珠海市中乐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珠海同益制药有
限公司，检查人员走进车间，对
企业的生产流程进行了解，协
助解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

斗门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此次专项检查，
进一步规范相关企业的经营管
理行为，对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严格执行安全规程和标准、做
好安全防范工作、有效防范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起到积极
促进作用。

据了解，广大企业受疫情
影响生产“暂停”一个多月，部
分设备重启时可能存在安全隐
患。为全力保障斗门企业复工
复产，从 1月 27 日至 4月 17
日，斗门区应急管理局派出检
查组353个（次），出动2169人
次，检查企业1375家，发现隐
患297处，现已落实整改隐患
287处，发出责令限期整改指
令书97份，已全部复查完毕，
实现安全闭环管理。

捐赠5万个口罩 为17所学校提供消杀

斗门两家爱心企业助力防疫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斗门区社会各界捐款捐物、
出钱出力，爱心接力从未间
断。近日，斗门区又收到两
家企业的爱心捐助和行动支
援。

日前，珠海同益制药有限

公司通过区红十字会，向斗门
区捐赠一次性防护口罩 5万
个，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和温
暖。珠海市舒盼到家科技有限
公司，为斗门区内17家学校免
费提供消杀服务，用行动汇聚
温暖，为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战贡献力量。

珠海同益制药有限公司通过斗门区红十字会，向斗门区捐赠
一次性防护口罩五万个。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农民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
进什么，这正在成为全区改革施政的
价值取向和标准。”斗门区委书记周海
金表示，这次上榜既是对此前工作的
肯定，又是一种激励，斗门区将加大力
度，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2018年6月，我市被确认为全国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作为全
市农村工作的重要区域，斗门区目前有
101个行政村，占全市涉农村居的70%；

农村总人口22.6万人，占全市农村总人
口的近9成。

试点确定，贵在落实。斗门区委、
区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市部署要
求，全面推进该项工作，积极稳妥推进
清产核资、股份制改革和加强农村集
体资产管理等。经过接续探索和创
新，去年6月，斗门区出台《珠海市斗门
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
导意见》和《珠海市斗门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股份制改革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两份指导意见”），首次解决了两大

难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
定和股权配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
和股权配置，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
为此，两份指导意见明确了三大原则：
一是不能超越现有法律法规，包括不
能剥夺“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
益；二是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人员不
能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三是
股权分配采取“量化到人、固化到户、
户内共享”的管理模式实行固化，固化
期原则上不少于10年。

“这三大原则是斗门区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核心。经过近
一年的推进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效。”斗
门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孝雄介绍，目前
全区有376个经济组织完成改革工作，
完成率达97.66%；共清查核实农村集
体总资产22.01亿元，村集体经济组织
所有土地面积50.95万亩；确认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户数46807户、成员
215403人。“我们将克服疫情影响，采
取更加有效措施加快进度，确保全区
385个经济组织全部完成改革。”

三大原则概括试点工作经验

斗门区应急管理局聘请专家组成检查组对口罩生产线进行
检查。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出台明确指导意见有参考意义
率先出台指导意见。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利益引发的各种矛盾纠纷，是
影响农村基层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
多年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认定和股权配置方面，一直缺乏明
确统一、具有操作性的法律和政策文
件指引。斗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
益分配，一直按照“村民自治”和“村规
民约”进行。为此，各村、各集体经济
组织间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很大，由此

引发的矛盾纠纷经常发生。此外，每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底分红都要进行
一次表决，决定哪些人有份，每个人的
份额是多少，分红时期也是农村矛盾
集中展示期。

民生福祉，不辞细则。斗门区出
台的两份指导意见，有利于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依法依规、稳妥推进改革，
为今后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也提供了参考经验。

因村而异 点面突破。尊重历
史、因村而异、点面突破，成为斗门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亮点之
一。斗门区有101个行政村，各村的
历史沿革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成员资格认定和股权配置有所差别，
不能采用一刀切，需要尊重历史、因
村而异、有点有面进行突破。各村在
区、镇产权办指导下制订实施方案、
成员资格认定和股权量化办法、章

程，聘请专业法律团队全程把关，确
保实施方案合法合规再交回各村公
示、表决。

改变股权管理模式。设置过渡性
永久固化模式。采取“量化到人、固
化到户、户内共享”的管理模式实行
固化，固化期原则上不少于10年。这
种创新的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

“一年一会议”“一年一界定”分配农
村集体组织收益的现象。

“泼出去的水”也能收回
今年31岁的黄丽媚是网山村的一

名“外嫁女”，去年拿到村集体的分
红。“以后我也会有分红，我小孩也会
有，因为我结婚后户口没有外迁。”

网山村位于乾务镇西北，立村已
有200多年历史，2009年入选第二批

“广东省古村落”。
“外嫁女”分红等权益问题一直困

扰网山村，长期以来无法得到妥善解
决。

多年来，农村“外嫁女”群体权益

纠纷屡见不鲜。不少村民认为，既然
嫁了出去，就不应该再继续享受“娘家
村”的分红。此外，由于新生人口增加
以及外地人口的迁入，户口没有从本
村迁出的“外嫁女”及其子女被视为包
袱，会影响其他村民所得利益，因而反
对“外嫁女”群体享有与村民同等的待
遇。

据不完全统计：斗门区目前有2.6
万名“外嫁女”群体，即包括“外嫁女”
及其子女等。

对此，《珠海市斗门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意见》明
确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
队的队员及其所生的子女，户口一直
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
行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规定义
务的人员，为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

“‘外嫁女’的户口只要是一直保
留在村里，就取得了成员资格，有权
享受村集体分红。”斗门区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钟伟源表示，“外嫁女”成
员资格认定以户籍关系为基本依
据，结合土地承包、长期居住地等因
素，特别注重保护妇女、儿童等群体
利益。

全面保障“外嫁女”群体权益，成
为斗门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成效之一。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区12296
名“外嫁女”、9331名“外嫁女”子女被
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外迁户有了真正归属感
“来村里30年了，终于踏进了分红

的门槛，真不容易。”杨华标开心地表
示。

1990年，18岁的杨华标和父母、
兄弟姐妹从阳江市阳西县迁入井岸镇
草朗村。去年，作为外迁户的杨华标
第一次拿到了村里的分红。

“在此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中，全村60多户外迁户拿到了成员资

格认定，可以享受村集体分红。”草朗
村党支部书记韦国茂介绍说，认定的
标准有两项，一是外迁户曾经在村里
耕田并交纳公购粮；二是1995年年底
前户口迁入村内。“户口迁入村内只是
成为了村民，但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不能参与当时的村集体分
红。”

让杨华标时隔30年拿到村集体分

红的，得益于斗门区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让他和其他外迁户
有了真正的归属感，与本村村民没有
了区别。

由于历史原因，曾经有外迁户通
过村招耕或者其他形式入户斗门，并
在村里生产生活，部分外迁户与原村
民因集体经济组织利益产生的矛盾纠
纷时有发生，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回迁户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在
斗门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中，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条件的外迁户、回迁户均能享受集
体权益，解决了大部分外迁户、回迁户
的权益保障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斗门区有
4358名外迁户、3979名回迁户被确认
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引领作用

工作成效

榜上有名

黄丽媚周末回娘家陪伴父母。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获得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