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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风吹田野，满地金黄。一
批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在金色的
田野上驰骋，为农业转型升级、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带来崭新活力。

免费服务 置换新的盈利空间

江苏洪泽县三河镇洪云家庭农场主
马连国这几年一直租 800 亩土地种植小
麦、水稻。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无力购买
农机具，只能把耕种收等作业承包给当地
一些农机合作社。随着土地流转速度的
加快，像马连国这样的种粮大户普遍面临
着资金不足、劳动力短缺、田间管理水平
低下、农业技术水平落后等诸多问题，迫
切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化
的服务。

吉林省公主岭市万欣农机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薛耀辉2007年开始涉足农机作
业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
包括农机作业服务、粮食种植、加工、母牛
养殖、有机肥生产等种、养、加工一体化的
农业生态循环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增
强。针对当前粮食种植收益下降、秸秆回
收的难题，薛耀辉采取让利于民的办法，
由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免费农机作业服务，
换来免费回收秸秆，用作饲料、有机肥原
料和燃料，不仅降低了农民种粮成本，还
提高了粮食资源利用率。“把种粮产前收
益让给农民，农民就会一心一意把土地流
转给合作社，有利于促进合作社可持续发
展。”薛耀辉说。

与薛耀辉不同，曾经从事农资经销的
安徽肥东县杨店乡大李村天滋禾农业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劲松，为农民免费提供
产前、产中田间地头跟踪技术服务，全程
机械化作业服务以及农资产品统一采购
及供应服务。他认为，随着土地流转速度
加快，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面临着资金短
缺、劳动力短缺、农业管理水平低、农业技
术水平落后等问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有
着强劲的需求。他利用合作社的资源优
势，整合当地机械、土地、资本、技术等农
业生产要素，为种粮大户提供覆盖全程、
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提供质优价低的农资产品，有效降低了种
粮大户的种植成本。

安徽省合肥市磨店社区和平村70多
岁的种粮大户杨甫华是天滋禾农业专业合
作社的客户，他租了300亩土地种植小麦、
水稻。他说，有了合作社提供的全程农机
作业服务和免费的农业技术服务，种田省
时、省工、省力，他只需要经常去田里看看
庄稼长势，看看收获情况就可以了。

专家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
民提供免费农机作业服务或者农业技术咨
询服务，可以为自身拓展盈利空间，帮助农
民降低种植成本，在当前粮食价格下滑的
大背景下，有利于增强合作社可持续发展
能力，提高农民种植收益，是一种双赢。

土地托管 托住种粮农民信心

土地租金居高不下是推高农业种植
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些地方土地租金
已经占到种植成本的 60%以上，严重挤
压了粮食收益空间。安徽太和县原墙镇

刘庙村种粮大户赵三献已经连续 5 年租
种 800 亩土地了，每亩土地租金 800 元，
今年受到阴雨天气和粮食价格下跌的影
响，粮食种植收益下降，每亩耕地纯收益
也就是二三百元，这让他有些灰心。现在
粮价下跌倒逼土地租金下降，当地土地租
金已经由每亩800元下降到600元左右，
但是土地租金仍然是种粮大户难以承受
之重。

目前各地兴起的“土地托管”服务成
为化解土地规模经营难题的有效手段。
吉林省榆树市田丰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理事长陈卓说，合作社实行“土地
托管”经营模式，每年年初合作社与社员
签订土地委托服务合同，社员把土地全部
托管给合作社，由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统一
供种、统一机耕、统一施肥、统一浇水、统
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收割、统一销售等服
务。每年新粮上市时，社员与合作社根据
当地同类耕地粮食亩产量确定耕地亩产
量，产量高出部分归合作社所有。“合作社
利润来源于托管服务费、农资销售和高出
产量部分。去年合作社土地托管收益每
公顷达到2000元。”陈卓说。

与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需要承担居高不下的土地租金不
同，“土地托管”经营模式是在不改变土地
承包权及经营权的情况下，对社员土地进
行耕、种、管、收甚至进行粮食销售等全过
程托管服务，合作社也不需要承担高额的
土地租金带来的生产经营风险，同时，合
作社统一采购农资、统一使用机械，能够
大幅降低生产资料价格，从而降低种粮成
本。专家认为，这种经营模式是符合我国

农村当前实际的一种规模化经营形式，既
解决了“谁来种地”问题，又化解了租地带
来的规模化经营风险，值得推广。

“土地托管”不仅托住了种粮农民收
益，也托住了种粮农民信心。陈卓说，现
在越来越多的农民申请加入合作社，目前
合作社社员已经达到385户，土地经营规
模达到 1 万多亩。为了确保合作社发展
质量，他们不得不提高农民入社门槛，农
民土地达到 3 垧至 5 垧且集中连片，或者
土地与合作社已经拥有的耕地连成片，才
可以加入合作社。因为这样有利于实行
机械化耕作，降低合作社经营成本。

延伸服务 提高可持续能力

吉林省农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吉
林省第一家从事农业综合服务的大型国
有企业，该公司利用自身丰厚的资源优
势，开展农业第三方服务，创新了“供应链
融资+农产品管理+农资渠道商”的商业
运营模式，从解决种粮大户融资难问题入
手，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资金、农
资供应、信息技术、农产品回收等一揽子
问题。目前，公司发展农民合作社100多
家，服务面积 1.2 万公顷，提供供应链融
资 7000 余万元。“十三五”末期，公司计
划在吉林全省建成 20 个项目区和 3 个综
合服务园区，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0000家，提供融资服务达到10亿元。

缺乏抵押物造成融资难是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普遍面临的问题。随着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财产
权抵押贷款稳步推进，各地组建农业信贷

担保机构，鼓励金融机构通过融资增信、
创投基金等方式与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加
强合作。辽宁辽阳市推出的专门针对种
粮农民的“种粮乐”金融产品，有效帮助种
粮农民解决了融资难题。但是，这种由政
府层面提供的担保贷款门槛高，远远无法
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需求。

吉林省农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解
决农民融资难方面作出了大胆探索。公
司运营管理部经理苏洁明告诉记者，公
司搭建起政府、银行、企业、担保公司
四位一体的融资平台，由公司出面寻找
担保人，国家开发银行和阿里巴巴蚂蚁
金服提供线上线下融资服务。蚂蚁金服
为家庭农场提供 5 万至 20 万元的贷款，
合作社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可以用农机具作抵押，也可以用产出物
作质押，这样可以有效控制融资带来的
风险。

在苏洁明看来，目前从事农业社会化
服务大有作为，公司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需要，搭建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打造
国内知名的农业集成服务商和农民创业
孵化器，不仅为农民提供从土地流转、融
资担保、生产资料、技术服务乃至粮食收
储等一系列服务，还高标准为合作社提供
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服务，全面推行保
护性耕作和标准化生产。在他们的扶持
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他
们服务的合作社，每公顷土地纯利润能达
到 3000 多元，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据了
解，公司在榆树市服务的15家合作社，其
中 6 家已经进入吉林省级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行列。

你种田来我服务 各展所长谋多赢
——我国一批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蓬勃兴起

本报记者 刘 慧

本 报 讯 记 者 宋 美 倩
雷汉发报道：日前，河北出

台了《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带总体规划》要求在河
北环首都地区实施“1516”
农业科技示范工程——打造
1 个农业硅谷创新高地，建
设 50 个京津冀农业协同创
新平台，培育 100 个具有知
名品牌的农业科技“小巨人”
企业，壮大 6 个创新型农业
产业；打造“一心两区”的空
间总体格局，“一心”即京南
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农业硅
谷），“两区”即京西北绿色生
态与精准扶贫功能区、京东
南都市农业与高端食品功
能区。

据河北科技厅负责人介
绍，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带内有 14 个县（市、区），
共覆盖面积 3.01 万平方公
里，相当于北京市面积的 2
倍，是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
的核心地和农业高科技人才
创新创业的首选地，具备建
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的基
础和条件。

根据这一规划，“首都
南大门”涿州市将成为环
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
中最为突出的创新中心。规划提出，以中国农业大
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为依托，以北京农科城涿
州农业科技成果创新示范园、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
创新研究院为核心，在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打造
中国“农业硅谷”。建立种业科技创新中心、模式
动物表型与遗传研发中心、农业大数据分析与服务
中心、食品加工创新中心、生态循环农业科技创新
中心，开展农业科技创新改革试点，引领全国现代
农业创新发展。

河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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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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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记者走进位于重庆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重庆润兴牧业养殖
基地，宽敞的羊舍内居然没有丝毫异味。

“羊圈内的感应装置能够自动根据湿
度、氨气含量进行升降卷帘、排风等工
作，及时为羊圈通风。”工作人员介绍
说，公司还投入 200 万元引进了物联网
系统设备，除基本的监控摄像外，工人
们还能远程操作羊舍内刮粪、排风等繁
重的工作。

“引入的自动化养殖设备不仅在降成
本、减少人员疫病风险方面大有作为，
更为重要的是，逐渐完善的物联网云平
台将引导酉阳山羊业加快走向全国市
场。”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如今，通过电
商平台，酉阳山羊已成功走向福建、广
东、海南等地。值得一提的是，润兴牧
业正积极构建肉羊屠宰加工厂，预计建
成后加工能力将达 30 万只，并形成产、
加、销一条龙，科、工、贸一体化的产
业化经营格局。

重庆润兴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
正是酉阳打造中国南方羊都的一个缩
影。在日前于酉阳县举行的第十三届中

国羊业发展大会上，酉阳县正式提出：
将借助著名的“酉州乌羊”品牌和农业
部认定的肉羊生产优势区域优势县等有
利条件，利用“宗卫模式”“互联网+自
动化饲养”等措施积极打造“中国南方
羊都”。

酉阳县黑水镇 68 岁的村民冉茂学是
凭借“宗卫模式”脱贫致富的受益者。

“羊是免费借的，合作社每个月还组织养
殖培训。”冉茂学告诉记者，从 2014 年
底开始，全家向合作社共借了 20 只种
羊，到现在已有 72 只，预计年底养羊的
收入达 3 万元以上。同时，自家的甜玉
米和高粱秸秆以每吨 500 元的价格卖给
合作社，也有 2 万多元的收入。老人对
养羊致富很有信心。

“宗卫模式”是酉阳宗卫畜禽有限责
任公司创始人张宗卫发明的一种合作模
式，通过“借羊还羊”“种草养羊”两端带的
方式，以养羊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带动农户
养殖山羊。在签订领养协议后，农民免费
借到种羊，次年还羊，而产下的小羊羔则
归农户所有。在此期间，合作社还统一提
供技术服务、购买羊保险、回购销售，解决

了农民投入无本钱、养殖无技术、销售无
渠道的后顾之忧。

为保证生态效益同步发展，在“种草
养羊”上，县内也积极为规模养殖场或种
草大户免费提供草种，在高盖山区推广种
草养羊、放牧加补饲技术，在平坝地区推
行“粮改饲”，鼓励贫困户参与饲草订单种
植。如今，全县常年种草面积达 10 万亩，
其中企业与农户订单种草近 6 万亩，理论
载畜量达 205 万个羊单位，羊业发展有了
充足的养料来源。

据悉，在黑水镇，就有 310 户贫困
户加入宗卫养羊专业合作社。“宗卫模
式”在全县推广后，去年全县 2800 余户
农户通过养羊实现平均增收3.2万元。

养羊能有这么高的收入还是靠羊的
品质。酉州乌羊2009 年便通过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鉴定专家的现场鉴定，成为国家
级畜禽遗传资源。其优势在于乌羊肌肉
中氨基酸和谷氨酸含量分别比其他品种
羊高出 14%和 16%，硒的含量高出 65%。
为保证酉州乌羊品种纯正，该县通过引进
胚胎移植技术培育纯种后代，建立精子与
胚胎冻库，年出产纯种乌羊300余只。

今年以来，酉阳县继续在良种选
育、饲料营养、生产管理、疫病防控等
方面为山羊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全县共获无公害山羊产地认定 13
个、产品认证 12 个。眼下，酉阳利用羊
肉硒含量高的特点，正积极打造酉阳富
硒羊。

酉阳县委常委、农工委书记任序江表
示：“凭借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渝东黑山
羊’‘酉州乌羊’两大品牌，酉阳山羊业在
全国销售市场上已占有很大比例。下一
步，全县将利用‘酉州乌羊’和‘渝东黑山
羊’的品牌资源，在山羊产业的高端发展
上下功夫，打造羊肉美食街、搭建羊舍观
光走廊以及创意平台等，进一步拓展羊产
业链，丰富羊文化。”

据了解，酉阳每年投入财政资金
2000 余万元，县内已建成山羊养殖小区
79 个，存栏山羊 100 只以上的规模养殖
场 1600 个，全县标准羊舍超 50 万平方
米。2015 年，重庆酉阳县山羊产值实现
3.3亿元，饲养量突破75万只，居全市第
一，预计到 2020 年将突破 100 万只的饲
养量。

创新发展模式 运用现代技术

重 庆 酉 阳 建 设“ 南 方 羊 都 ”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变女神、抹陵秋色、雨花情、子夜、朱笔、鸳鸯
羽、惊艳、金陵春色⋯⋯这一个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
字说的是荷花的品种。只听名字便令人向往，盛开更
是惊艳。今年夏季，在河南省汝南县三桥镇君于村汤
庄农民汤峰的荷花园里，各色荷花竞相争艳，摇曳生
姿，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及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
拍照。

如今在汤庄，盆栽荷花已形成了一个富民产业。
据汤峰介绍，盆栽荷花不同于池塘里的大型食用藕和
湖边的大型观赏莲，它能充分利用庭院、房前屋后等闲
置地进行种植，不需要多大的场地，不仅美化了环境，
愉悦心情，还有很可观的经济效益。

汤峰从小喜欢花草，尤爱荷花。10 年前，他开
始尝试把种荷花这个爱好当成事业来做。为了种好荷
花，汤峰先后到安徽、江苏、山东、湖北等地学习，
购买大量相关书籍。近 10 年来，他先后投入 100 多
万元引进品种，搭建基础设施。为了引进新品种，他
跑遍全国各地。目前他种植荷花一万多盆，涵盖400
多个品种。在引进新品种的同时，他还刻苦钻研，培
养了几十个新品种，花色鲜艳，观赏性强，在市场上
也十分走俏。

汤峰说，为了带动乡亲们一起发展荷花经济，
把汤庄打造成远近闻名的“荷花村”，他免费给乡
亲们提供种子、技术，还负责销售。如今，在汤峰
的带动下，村里已有 10 多户发展盆栽荷花。每到花
季，荷花摆满农户院子的角角落落，甚至大门楼
上、楼梯上放的都是。说起种荷，花农彭花平高兴
地说，“这多亏了汤峰，在院子里栽荷花不仅能照
顾到家，一年还能收入七八千元。每天推开门看到
盛开的荷花，闻着花香，心里可得劲了”。

谈到今后的发展，汤峰说，他想建一个 200 亩
的荷花园，引进更多的荷花新品种，在发展观赏盆
栽荷花的同时，在村里的沟池里发展菜藕、养殖等
多种经营，把汤庄村打造成独具特色的荷花村。同
时开发旅游项目，建设农家乐，让游人们赏荷的同
时，品荷花茶、吃荷花宴，让荷花经济具有更多的
内涵。

荷花经济扮靓致富美景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李勤玲

日前，国家生猪交易市场（猪交所）江西东乡市场
内，工作人员在给该县养猪大户讲解生猪电子交易操
作系统。当日，作为国家生猪市场江西第一个落地区
域交易市场正式开市，东乡生猪养殖户从此将体检互
联网+生猪流通带来的公开公平和便捷高效。

何江华摄

猪交所落地江西东乡

②② 在江
苏省泰州市姜
堰区小杨村家
庭农场服务联
盟，农机公司
的维修人员在
帮助凤华家庭
农场维修插秧
机（8 月 2 日
摄）。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①① 8 月 24

日，安徽淮北市濉
溪县刘桥镇陈集村
淘宝服务站的工作
人员为当地村民开
展淘宝服务。

万善朝摄

③③ 吉林省吉
林市昌邑区大荒地
村农民把土地全部
流转给东福米业公
司，由公司实行统
一供种、统一耕种、
统一管理、统一收
割的标准化生产。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