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
是牛羊。”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南泥
湾》，描绘的便是抗日根据地的农垦事
业。农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承担国
家使命而建立的特殊社会经济组织。不
过，在长达 7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农垦
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体制机制不灵
活、社会负担沉重、政策体系不健全等原
因，农垦曾一度陷入困境而受到质疑。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农垦
事业的发展。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
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出台，标志着农
垦改革发展上升为重大的国家战略。

“农垦改革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国有
农业企业改革成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
全和现代农业发展，也关系到我们能不
能打造一支力量与国际跨国公司抗衡、
取得竞争优势。”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从农垦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农
垦的办社会职能是伴随农场开发建设进
程逐步形成的，有历史渊源。

以黑龙江农垦为例，在北大荒的开
发建设进程中，百万垦荒大军在极其艰
苦的环境下，大规模垦荒造田，建立国营
农场，发展农产品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同时，还要兴办教育、文化、卫生、交通、
通讯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农场小城镇，
以满足农场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服
务需求。

纵观国内，很多城镇都是在国有农
场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壮大形成的。在
我国经济社会都高速发展的今天，农垦
旧的体制机制已不能适应，推进国有农
场办社会职能改革，让农垦甩掉沉重的
社会“包袱”迫在眉睫。

推进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根
本目的是理顺农场政企社企关系，将属
于政府职能的事务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
围，不断放大农场的经济性职能，真正实
现企业化运营，确保经济和社会职能按
照各自的轨道和规律高效运行。“特别是
要通过改革，理顺农场社会管理体制和
经营机制，使国有农场真正放下包袱，提
高市场竞争能力。”农业部农垦局局长王
守聪告诉记者。

办社会职能改革是农垦改革中的重
点。早在 2012 年，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
工作小组启动了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
革试点，明确了社企分开的改革方向。
今年，农业部、财政部等 6 部委联合发布
了《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
方案》，财政部也已先期拨付了10.5亿元
启动资金，这为农垦办社会职能改革开

辟了“绿色通道”。
各地垦区在办社会职能改革上纷纷

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尝试。黑龙江
农垦正在哈尔滨和绥化管理局试点，将
能够移交的社会职能移交属地政府管
理。江苏农垦农场社区管理通过属地政
府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垦区
办社会职能的内部分开、管办分离。广
东农垦以垦地“共建、共管、共享”模式推
进办社会职能内部分开、管办分离，得到
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韩长赋提出，要抓紧落实中央的决
策部署，用 3 年左右时间，将国有农场承
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地方
政府统一管理。能够整体移交的，要尽
快整体移交；能够分步分项移交的，要尽
快分步分项移交；远离中心城镇等不具
备移交条件的，要尽快推进内部分开、管
办分离，政府授权、购买服务。

今年 5 月，辽宁省盘锦大洼金滩农
垦有限公司和王家农场（中尧农垦发展
总公司）共同组建了盘锦新营田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并正式投入运营。预计
2016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6 亿元，利润
1900万元。目前公司主要经营了5万亩
水稻的种植、加工、销售，经济效益显著。

湖北省国有沙市农场，整合了 11 家
国有企业合为湖北楚为置业集团，总资
产达到 100 多亿元，集团规模经营能力、

行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都大幅提升。
目前，在全国 35 个垦区中，已经有

17 个垦区基本实行了集团化改革，集团
化垦区的利润占到全国农垦90%以上。

《意见》明确指出：“集团化是垦区改
革的主导方向，要推动垦区创新经营体
制机制，逐步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
公司管理体制，建设大型现代农业企业
集团。”“这一改革路径既契合了垦区发
展的实际情况，又是考量国际国内形势
的战略抉择。”韩长赋表示。

粮食生产是农垦的优势。如何培养
一批世界级粮商和农业公司，提高我国
农产品掌控力、影响力和话语权，农垦是
最具有潜力的载体。

韩长赋提出，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着
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
集团。开展改组组建农垦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的垦区，要加紧制定组
建方案和公司章程，明年要能够正式挂
牌运行。农场归属市县管理的垦区，要
在整合分散在各农场的资源资产上下功
夫，争取尽快组建一批区域性、专业性农
垦企业集团。

宁夏农垦巴浪湖农场位于银川市以
南 72 公里，有山地 44.3 万亩，耕地 3.7 万
亩。2007年以前，这里连续亏损15年。

“只有改革，才能拔除‘穷根’。改革

的首要任务就是理顺土地关系，把土地
化零为整，进行规模化经营。”巴浪湖农
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梁治荣说。

为此，巴浪湖农场将分散的、承租给
职工的土地，通过多种办法回收集中。
同时，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大棚、冷链物流
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规模化经营铺
平了道路。目前，巴浪湖农场共建设了
6000 亩供港蔬菜基地，企业每年增加经
营收入750万元。

“土地是农垦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农垦土地问题实质上就是两方面，一是
严格土地管理制度，把土地保护好，二是
创新土地配置方式，把土地利用好。”韩
长赋说。

保护农场国有土地不受侵占，关键
的还是要靠依法登记。当前首要任务是
要加快推进土地确权发证，如果连权属
都没有确定，保护和利用就无从谈起。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
开，农垦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也没有理由
落在后面。确了权的土地要优先划定为
永久基本农田，把这块地为子孙后代永
远保护下来。”韩长赋说。

农业部党组成员杨绍品表示，要稳
步推进农垦土地资源资产化和资本化，
有序开展符合条件的农垦土地授权经
营、作价出资（入股）和现有划拨建设用
地的协议出让，抓紧启动农垦国有农用
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试点，探索更加灵活
的农垦土地配置方式，释放农垦土地潜
能。按照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切实
加强农垦国有土地权益保护，坚持最严
格的节约用地和耕地保护制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发布的中

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显示，2015年农垦系统国有农场数为1785个，职工人数287.7万人；耕

地面积6325.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1.3%；农业总产值3449.7亿元，比上年增长1%——

去年6月份至今，黑龙江农垦友谊
农场黑木耳产业从零发展到330万棒规
模，效益超过350万元。短短一年多时
间，黑木耳产业为何会发展得这么快？

“黑木耳产业产生‘核裂变’效
应，关键在于我们打破了传统农业生
产合作社结构，科学建立新型劳动关
系。”第九管理区主任沈峰道出了其中
的奥秘。

黑龙江垦区现有水稻生产面积
2200 多万亩，育秧大棚 38 万多栋。每
年5月稻苗全部出棚下地，大棚基地的
秧田就闲置了。为提高土地利用率，拓
宽职工增收渠道，2015 年垦区大力开
展水稻育秧大棚二次利用工作，倡导发
展食用菌产业和高效作物种植。

友谊农场将黑木耳产业定为方
向。谁知思路一出，职工群众嘘声一
片，都说农场 1 万栋大棚都栽上黑木
耳，产品卖给谁呀？

面对职工群众的质疑，第九管理区
决定以合作社形式发展黑木耳产业，打
破传统以人为主体、以规模比例分红的
合作社结构，改变对技术人才“租”“雇”
的劳动关系，创新倡导成立以技术为主
体、以贡献率分红、合作社企业化经营
为结构的新型合作社，建立“技术人
才+合作社+基地+社员”的新型劳动关

系，出台了技术主体不受地域限制、人
才分红不受投资规模限制、生产经营不
受行政命令限制的“三不限”和大棚设
施免费使用等优惠政策，要求生产经营
全程公开。

有着15年生产经验的汤原县林场
女职工翟艳玲凭借技术优势在农场成
立了“金地源”黑木耳生产合作社，带领
13 户职工群众开展统一采购、统一管
理、统一销售的企业化生产模式，种植
规模 5 万棒。当年纯利润超过 5 万元，
翟艳玲拿到15%的技术贡献率分红，成
员投入的每棒效益超过1元。

新型合作社、新型劳动关系吸引了
专业人才的加盟。有着多年销售经验
的哈工大市场营销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周淑君今年以销售业绩分红的形式加
入合作社，创建了“互联网+销售”“批
发市场+代售”“品牌代生产”的销售方
式，并注册了“金地源”品牌，产品销售
到大连、北京、上海、广东及省内两个批
发市场。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增强
职工群众发展黑木耳的信心，第二作业
站今年规模扩大到 70 多万棒，带动全
场种植规模发展到 330 万棒，还有 10
个精准扶贫户加入到合作社，小小木耳
产业成为当地职工群众的致富产业。

黑龙江农垦友谊农场：

小木耳带来大收益
本报记者 常 理 通讯员 陆书鑫 黄子华

农垦轻装上阵显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2014 年，农业部农垦局启
动了农垦国际大粮商培育计
划，提出要围绕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的
战略目标，大力推进垦区集团
化、农场企业化改革，积极实施
联合联盟联营和国内国际“走
出去”战略，通过资本运作等现
代经营方式，推动垦际、垦地农
业战略产业资源有效整合。

不久前发布的《全国农业
现 代 化 规 划（2016—2020
年）》中强调，要发挥农垦在农
业现代化建设中的排头兵作用
和国有农业经济中的骨干作
用，加快实施农垦国际大粮商
战略。两年多来，培育农垦国
际大粮商进展如何？《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了农业部农垦局
局长王守聪。

记者：农垦打造国际大粮
商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王守聪：随着我国农业国
际化的发展，跨国粮商加快了
全球化的产业布局，对我国农
业的渗透覆盖了种植、加工、仓
储、销售等各个环节。我国农
业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
普遍较小，缺乏真正有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农业企业集团，导
致市场话语权的缺失，增产不
增收、优质不优价的现象始终
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农垦国际大粮商是立足我
国国情农情，着眼于保障国家
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
国际大粮商，既不能等同于一
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农业跨国公司，也不能等同
于发达国家以对外倾销富余农产品为目的的国际大粮商。
农垦国际大粮商首先是综合商，不只局限于粮食的范畴，而
是要以粮食特别是谷物为核心，面向整个粮棉油糖胶乳肉
等农业战略产业；农垦国际大粮商其次是生产商，必须始终
坚持“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的方针，在国内拥有
稳定可靠的粮源和一定比例直接掌控的生产基地；农垦国
际大粮商还是保障国内市场调控的供应商，不仅要具备完
整的仓储和物流体系，满足产业链全球布局的需要，而且要
建立持续稳定的供应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农垦国际大粮商
是带动商，按照“大农场统筹小农场+全程社会化服务”模
式，带动农民闯市场，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增加收入。

记者：两年多来，农垦都做了哪些工作推动国际大粮商
战略？

王守聪：两年多来，大粮商计划得到了全国农垦系统的
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垦区联合联盟联营迈出实质步伐，集
团化垦区加快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非集团化垦区加快公
司化、集团化改造。“中国农垦种业联盟”“中国农垦天然橡
胶产业联盟”“中国农垦农场联盟”等相继成立。中国农垦
品牌建设稳步推进，以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为基础组建的
全国农垦电商平台上线运行。国内“走出垦区”方面，通过
代耕代收代种、土地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方式，已辐射带动农
村集体土地面积约 1.4 亿亩，江苏、安徽等垦区直接承租农
村土地面积已超过 1000 万亩。国际“走出垦区”方面，
2016 年，农垦已在 42 个国家（地区）成立了 106 个境外企
业，累计投资超过250亿元。

记者：农垦打造国际大粮商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环节？
王守聪：首先要夯实农垦国际大粮商的生产能力。通

过加强农垦大型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推动农田水利
建设取得大的进展，打造稳固的国家粮食供给战略应急基
地。其次要完善农垦国际大粮商的供应体系。从资源和市
场这两个基点出发，打造能够保证农产品在关键应急时刻
有效供应的仓储物流系统。再次要扩大农垦国际大粮商的
资源规模。要加大“走出垦区”的推进力度，促进生产要素
在农场农村间的双向流动，提升农垦农业全产业链对农民
的吸引力和带动力。此外，还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加
快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下大力气建立农垦新型劳
动和用工制度，促进农工队伍有效更新换代和职业经理人
的快速成长。

加速打造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
—

访农业部农垦局局长王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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