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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顾不上种地，种地耽误打工挣钱”，这个困扰
农民的两难问题，如今已被山东省供销合作社推行的

“保姆式土地托管”全程社会化服务破解。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以土地托管为切入点，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创新服务机制和服务模式，为种粮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提供“保姆
式”、“菜单式”托管服务，在良种推广、耕种浇水、测土
配方、统防统治、联合收割、加工销售等关键环节，为其
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形成了“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
给农民打工”的新格局，走出了“以服务规模化促农业
现代化”的新路子。

这种服务规模化模式在不改变农民的土地承包
权、收益权和国家惠农政策享有权的前提下，实现了
多重效益。通过实施推平陇背、宽幅精播、多层施肥、
良种推广、早播晚收、蜡熟早收、统防统治、机播机收、
烘干贮藏等服务，每亩粮食作物可增产 20%至 30%，
增效 400元至 600元，经济作物可达 1000元以上。同
时，实施规模化服务、集约化经营，通过种植过程施肥、
打药、收储、加工等“五统一”，减少化肥用量 15%左右，
控制了面源污染，从源头上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
保障。

截止到目前，山东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托管土地
530 万亩（含复种面积），受惠农民 110 余万户；有 2267
个村参与了社村共建，土地托管服务帮助村集体增收
6350 万元。到 2018 年，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在全省土
地托管总面积将达到 2000 万亩，成为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主渠道。

扎龙湿地苇草青青，偶尔有几只丹顶
鹤翩翩飞过。记者日前来到被誉为丹顶
鹤之乡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采访当地
生态农业发展情况。

齐齐哈尔发展生态农业，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齐齐哈尔地处世界三大黑土
带之一的松嫩平原腹地，背靠兴安岭大森
林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有良好的生态屏
障，天上无酸雨，地下水质优；市域内没有
重污染企业，中心城区空气质量达到和好
于国家二级标准年均超过 340 天；耕地

3500 多万亩，以黑土、黑钙土为主，有
机质含量为全国平均值的 3 倍，化肥平
均使用量是全国最低的地区之一，农药
年均使用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0%，非
常适合发展生态农业。“我们正依托生态
优势，做大农业总量，提升农业质量，
把生态价值变成农产品价值。”齐齐哈尔
市委书记韩冬炎说。

来自山东潍坊的尹尧平在齐齐哈尔
市铁锋区扎龙乡流转了 1500 亩水田，种
植有机稻米。目前，72 个大棚稻秧长势

很好，水田已整好，马上就要插秧了。有
机肥料都是尹尧平自己配的，为此，他一
次性买了 200多车牛粪、50吨豆饼。

齐齐哈尔市市长孙喆说，齐齐哈尔市
在发展生态农业时，实行标准化生产、科
学化布局，仅绿色食品种植业、养殖业技
术操作规程就制定了 13 个，并对农民开
展培训，推行了十户联保责任制。在基地
布局上，做到“六优先”，即土壤、水、空气
等自然生态环境好的地方优先；开发较晚
的耕地优先；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优先；
村级班子比较强的优先；土地规模经营搞
得好的优先；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先。
另外，实施城乡绿化、节能降耗、治污减
排、生态示范区建设等 4 项工程，开展了
保护蓝天行动、保护母亲河行动和保护黑
土行动。

目前，齐齐哈尔市绿色、有机食品年
种植面积已达 40%，绿色畜禽年饲养量
在 700 万头（只）以上；绿色、有机、无公害

“三品”认证数量达 11 大系列、1500 多
个，11 个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绿色、
有机食品畅销国内外。作为国家认定的

“绿色食品之都”，齐齐哈尔市生态农业展
现出很强的发展态势，具备了大发展、跨
越发展的条件。据最新统计,全市绿色食

品规模加工企业发展到 248 户，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级有 8户，省级有 39
户。去年生态农业实际销售收入 405.44
亿元，利润 28.33亿元。

“生态农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还
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铁锋区副区长
高建新说，“铁锋区现有绿色、有机食品
基地建设 2 万亩，但规模仍不够、产量
偏低、成本偏高、销售渠道不太通畅，还
需要统一规划、打出品牌。我认为，生态
农业必须工厂化生产，统一规范，才能做
大做强。”

目前，齐齐哈尔市正积极引进龙头企
业，严格把控产业链中的各个关键环节，
实现鹤乡生态农业强势起飞。记者了解
到，目前，齐齐哈尔市已与国奥集团达成
共识，双方携手提升鹤乡生态农业发展
水平。

“这里农业资源、地理资源优势突出，
最佳选择是走特色农业产业化之路，可以
建立以区域农业合作联社为主体的生产
经营机制，创建绿色有机食品交易物流中
心，打造一个集产品交易、技术交易、物流
配送、产品体验为一体的大平台。”国奥集
团北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综合运营总监
张宇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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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供销社：

土地托管服务规模化
本报记者 张 雪

供销社重装归来？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调研

本报记者 刘惠兰 杜 芳

今年 4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在河北、浙江、山东、

广东四省开展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试点。

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

长期担负农村流通主渠道的供销合

作社，不同程度地出现与市场经济

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农民的联

系不够紧密的现象。目前，供销合

作社系统正以“改造自我、服务农

民”为主旨，深化在体制机制等关键

领域的综合改革。日前，记者赴改

革试点地区进行了采访。

地处太行山区的河北省平山县东王坡
乡 9 个村的农民如今日子过得很踏实。往
昔长年撂荒、难以经营的５万亩荒山荒坡，
在河北省核桃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带领
下，成为太行山区“葫芦峪”品牌有机核桃
规模种植基地。农民再也不用发愁核桃怎
样种、往哪里销，还能分享规模种植、品牌
经营的红利。这是河北省供销合作社探索

“社农联合”、“资本联合”改革机制走出的
一个新模式。

与东王坡乡相似，地处偏僻太行山区
的许多乡镇山地资源虽丰富，但因山高路
远，农民一家一户经营困难，核桃产量低、
品相差、卖不上好价钱，大片山场出现撂
荒。针对这个问题，河北省供销合作社与
平山县葫芦峪现代农业园联合成立了核桃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联合组织太行山区农
民发展核桃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在打造

“葫芦峪”有机核桃品牌的同时，通过电商
销售、农超对接、产销对接等方式，为太行
山核桃开拓国内外市场。该联合社还联合
太行山区 10 个县 37 个核桃专业合作社及
相关企业，共同出资 1500 万元，组建成立
了河北省核桃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目前，河北省核桃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已挂牌运营，有 40 多家核桃专业合作社申
请加入，入社农户 2600 余户，种植面积达
17万亩，年生产核桃 3700万公斤。

河北省供销合作社领办核桃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的做法，是供销合作社近年探索
创新为农服务新机制、推进综合改革试点
的一个缩影。

一个联合社

拉起产业链

今年 4月初，全国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试点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启动。试
点首先在河北、浙江、山东、广东四省
进行。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
会主任王侠表示，开展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新形势作出的重大部署。变革传统管
理体制、创新探索服务农民新机制，是
供销合作社改革的重点和要务。

“随着农业转型、农民进城、农村青
壮劳力转移等带来的新问题和深刻变

化，迫切需要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
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
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迫切需要为广大农户提供专业化、
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农业
生产经营服务。”王侠说，在这方面，供
销合作社有比较健全的组织体系和经
营服务网络，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
最有条件成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渠道。

近年来，供销合作社发挥农村经
营主阵地优势，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经
营业绩大增。2013 年，供销合作社县

及 县 以 下 基 层 社 销 售 额 占 全 系 统
72.4%，利润占全系统比重接近三成。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2013 年新建各
类新型基层社 2600 家，新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 1.6 万家，新创建农村综合服
务社 4万家，综合服务社行政村覆盖率
首次突破 50%。

“2014年，供销合作社系统要新建
基层社 3000 家，新领办农民合作社
1.5 万家。在构建农村新型服务体系
中，供销合作社要发挥优势、打造平
台、担当主力军。”王侠在部署新一年
改革任务时提出了这一目标。

四个试点改革先行

“通过改革试点，力争在关键环节
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为供销合作社
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子。”王
侠说。

首先是在密切与农民联系上取得
实质性突破。王侠指出，虽然这些年
供销合作社加大基层组织建设，与农
民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但总体上
看，供销合作社还没有与农民真正建
立起组织上、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很多
地方也只是与农民保持着简单的“一
买一卖”关系。如何加强与农民的紧
密联系，让农民对供销合作社有归宿
感，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供
销合作社，这是供销合作社改革需要
突破的重点和核心所在。

其次是在组织创新上取得实质性
突破，形成上下贯通的实体性合作经
济组织。多年来，联合社不联合、合作
社不合作仍是制约供销合作社发挥优

势的关键问题。王侠表示，要突破原
有利益格局，形成上下级社之间、不同
区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合力，真正
建立起上下贯通、运行高效的实体性
合作经济组织。

在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渠道
上求突破，是第三个突破。王侠表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加快供
销合作社改革发展，健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努力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
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
平台。通过改革，供销合作社要发挥
好自身的独特优势，积极整合和承接
各种涉农资源，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
主渠道。

“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主导力量，
是改革的第四个突破。”王侠说。她分
析，目前农村市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
设滞后，从田头到餐桌，环节多、成本
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好保障，并且农

民种植环节收益低、风险大。对此，供
销合作社要发挥在流通领域的核心优
势，在优化流通网络布局、培育壮大流
通主体、改善流通基础设施、创新流通
方式手段等重点环节上下功夫，特别
是要加快建设高效顺畅、安全可靠的
农产品流通网络，真正成为保供给、稳
市场、惠民生的主导力量。

第五个突破是在发展农村合作金
融上取得突破。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的要求，供销合作社将在管理民主、
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
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
作金融。

“第六是在改变行政化的思维理
念和工作方式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王
侠说，通过改革，充分激发合作经济组
织的优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并真正形成鼓励竞争、优
胜劣汰的运行机制。

六个领域力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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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娃乐享多彩教育

河北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补贴，依托农村中小学

校现有场地和设施，在 1000 多个乡镇建设 2600 多个乡

村学校少年宫并投入使用，以乐促智、技促能、读养德

为宗旨，120 万农村孩子有机会在少年宫里感受文化

艺术、科学知识的魅力与快乐。图为河北衡水大葛村

小学学生在文化宫图书室阅读书籍。

牟 宇摄（新华社发）

在广东省农村的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为农民提
供测土配方、育种育苗等植保服务的农技小分队，这是
广东省供销合作社所属广东天禾农资公司 300多名专
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农技服务队伍。该公司采取“总部
统一采购、网络深度分销”的“天禾经营模式”，建设了
全省直达乡村的一体化现代农资经营服务网络，实现
了从“商品营销”到“服务营销”的转变。这是广东省供
销合作社创新服务机制、加快组织体系改革的一个
窗口。

近年来，广东省供销社系统围绕“立足三农，服务
城乡；联合发展，共享利益”的工作方针，通过推进社有
企业产权改革和资产重组，围绕农资、日用消费品、农
副产品、粮油产品、再生资源、融资典当等经营服务，培
育了一批市场主体；通过推进“新网工程”，加快基层组
织体系创新，初步构建了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在打造市
场载体、提升服务能力、扩大经营规模等方面积极探
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目前，广东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正按照“改造自我、
服务农民”的总思路，以服务规模化和流通现代化为总
目标，积极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在探索联
合社与社有资本运营一体化的同时，广东省供销合作
社运用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构建农资经营、农产
品购销、日用消费品配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现代经
营服务网络，并吸收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入供销
社基层服务体系，计划用两年的时间，构建起上下贯
通、一体化运营、各业务板块有机融合的三农经营服务
综合平台。

广东供销社：

商品营销变服务营销
本报记者 杜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