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
合作总社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
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的指导意见》，
提出将大力推广全产业链托管、菜单式
多环节托管、股份合作分红、股份托管并
行、专业化托管、供销社为农服务6种托
管服务模式，以此引领小农户参与现代
农业发展。

农业生产托管是农户等经营主体在
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将农业生产
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
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的农业
经营方式。按照计划，到今年底，河北省上
述6种托管服务模式覆盖面由45%增加
到50%以上，全省从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的组织数量由2.5万家发展到3万家以
上，服务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

经营集约化为农业增效

“俺把家里的5亩田全程托管给了
‘为农服务中心’，闲下来还能外出打工
挣钱。”在河北省临漳县狄邱乡牛村农民
梅利廷看来，这样托管土地很划算。

2018年，临漳县供销社依托农业专
业化合作组织，积极发展土地规模化经
营，推动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促进了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目前，全县供销社系
统土地托管（流转）服务面积9.6万亩。

为进一步加快土地规模经营，临漳县
供销社依托下属农资公司和金丰公社联
合组建了临漳县“为农服务中心”，构建起
农业技术、农机、粮储、金融、种植保险、保
障六大服务体系。这种模式把农民分散
的土地集中起来管理，通过“上游兴资源，
中游建网络，下游做服务”多层经营，推进
农业全程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实
现了“产前、产中、产后全程跟踪服务”。
经当地农业部门核算，实施土地托管后，
可增加有效种植面积13%至15%，每亩年
均增产粮食100斤至150斤，每亩节支增
收200元左右。

据了解，临漳县的乡镇“为农服务中
心”还与北京等地的农业专业化服务组
织联合，广泛开展农机作业、测土配方施
肥、农资直供、农药农技服务、优质农产
品代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

同时，围绕构建“种、管、销”模式全
生产链条，临漳县与金正大集团、阿里乡
村大农业、百果园、京东农业等搭建产销
对接高效通道，破解农产品“价低卖难”
等难题。目前，帮助辣椒种植大户和经
营主体对接河北、北京、广州等地区客
商，年运销量达3.6万吨。种植优质小
麦、玉米4万亩，直接销售至今麦郎集
团、金正大集团，价格均超出市场价格的
10%。

在河北曲周县大河道乡一大块麦田
里，自走式喷药机正在麦田里来回穿梭，

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方盘旋，这是大河
道供销社正在为麦田统一除草。

“我把自己家的20亩地都托管给了
供销社，地里的活全交给供销社来做，自
己身体不好，终于从农业劳动中得到了
解脱。”大河道乡前河道村村民王合臣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小麦亩产1000斤，每
斤1.2元，能收入1200元；玉米每亩产
1200斤，每斤0.9元，能收入1080元，两
季作物可以收入2280元，减去800元托
管费，还有1480元。儿子在北京打工，
以前每季作物期间最少需要回来3次，
几趟下来，光火车票就要1440元，十分
不划算。”

记者了解到，曲周县土地托管也是
通过村委会协调，将农民的小块地整合
成大方地。由农民选择“保姆式”全托管
服务或“菜单式”半托管服务模式，支付
给供销社一定托管费用，由其对农田统
一管理。供销社规模化作业省时省力、
统购统销，去掉了中间环节，节约了农资
成本。

在河北青县金牛镇大鹁鸽留村，当
地把4000多亩耕地成方连片调整后，成
立了勃翔农业种植合作社。合作社实行
统一品种、统一耕种、统一管理、地权分
明、公平分配、收获分户的“三统三分”合
作经营模式，把农民的“工作压力”降到
最低点，亩均效益提高200多元。

利益多元化为农民增收

种了大半辈子地，河北宁晋县白木
村村民宁保良如今在农忙时节当起了

“甩手掌柜”。
“往年这时候，俺们都要顶着日头、

背着喷雾器在地里给麦子打药。”宁保良
说，自家的11亩地全交给“垄上行土地
托管协会”，从种到收都不用管。宁保良
选择的是土地股份合作分红全托管模
式，协会每亩地一年给他1080多元，比
自己种收益高。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宁
保良一家人都在附近工厂打工，一年收
入达9万元。

宁晋县自2012年开始推出土地托
管服务，经过8年探索完善，有效破解了
土地经营散、农技推广难、种粮效益低等
难题，走出了一条分户承包与现代农业
有效对接的规模经营之路。

白木村紧挨着电缆产业发达的黄儿
营村，村里大部分劳力都去电缆企业打
工，但庄稼人也不愿意让土地撂荒。起
初，他们一边打工一边种地，结果地没种
好，也耽误做工，两头为难。

在送农技下乡时，宁晋县科协主席
成智杰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来听课的
都是老年人，而且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
先进的农技怎么送到田间地头？”

为此，宁晋县科协成立了“垄上行土

地托管协会”，把农户手中分散的地块流
转过来，由协会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
一经营，将优势资源与先进的农业生产
要素有机结合，打造一个粮食生产社会
化服务综合性平台。

“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弊端越
来越明显，比如条块分割、土地产出效益
低、大量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甚至没人
种地。”宁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耀辉认
为，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有效破解了这一
问题。

据了解，垄上行土地托管协会自成
立以来，共吸纳农村合作社109个、个人
会员5600多人，通过提供测土配肥、统
防统治、供应优种、技术指导等服务，带
动群众增收8700余万元。

为了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垄上行
土地托管协会建立了协会、农户、村集体
三方利益联结机制，以村为单位开展土
地适度规模流转，每流转一亩地，给村集
体30元组织费，盈利的10%给村集体。
自去年9月份推行土地入股托管模式以
来，宁晋县在68个村托管土地1.3万亩，
带动农民增收1400余万元，有55个村
通过土地入股托管集体收入达到 5
万元。

河北沙河市金福临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探索的全产业链托管服务模式也让
利益得到了合理分配。“土地全托管后，
合作社采用按照本村同等级地块上中等
收入的平均值，确定托管农户收益，农户
可获得每亩土地最低保障500元。”金福
临合作社理事长宋丽说，村集体通过组
织托管和代收服务费用可获得每亩最低
30元服务费，合作社可以从农机服务和
农副产品购销中获取利润，形成了村委
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社和农民
三方利益合作共同体。

沙河市赞善村村民李路星家有8亩
地，他和媳妇天天在地里忙，辛苦一
年，除去种子、化肥、农药费用支出，
收入只有4000元。去年，他把土地交
给金福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打理，8
亩地收入6400元现金。同样的土地，
两口子不用下地干活，还多收入2400
元。更重要的是，他腾出时间建了一座
双孢菇大棚当起老板，一年下来增加收
入5万多元钱。

管理科技化为生产提质

靠规模种植可以有效解决“谁来种
地”的问题，但要想“把地种好”，还要向
科学种田要效益。

“以前农户分散经营，难以推广的新
品种和新技术都有了很大改观。”成智杰
认为，实行土地托管后，优质良种、配方
施肥推广等农业科技得到了落实，较好
地解决了多年来科技兴农“上热中喊下

盼落实”的问题。
此外，河北省推广的菜单式多环节

托管和专业化托管服务两种模式，让一
些先进的农业科技在生产环节得到了广
泛应用。

记者了解到，金福临农机合作社不
仅在流转的1013亩土地上实行农机精
准作业示范，引进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
开发的精准施药、北斗卫星导航、无人机
驾驶等精准作业技术，发展智慧农机，还
为一些种植大户提供专业服务。

“无人机飞两个小时，相当于40多
人干一天，不用担心扎堆下地。无人机
喷药量均匀一致，不仅避免了漏喷情况，
更使每亩地用药量减少30%。”沙河市
金农家庭农场负责人赵立江说，农场
500亩土地使用合作社全程机械化精准
作业服务后，不仅减少了人工成本，还提
升了作业质量。

据测算，在沙河市，小麦托管前每亩
土地农户需要投入720元，托管后需要
投入555元，为农户每亩节省成本165
元；玉米托管前每亩土地农户需要投入
765元，托管后需要投入605元，为农户
每亩节省成本160元。按每年小麦、玉
米各一季计算，全年可帮助农户节省成
本大约每亩325元。同时，采用托管服
务后，原有的小地块集中连片实现整建
制托管和规模化种植，每百亩土地可以
提升3%至5%的种植空间。

“小麦生长进入灌浆期，是小麦最终
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病虫害的盛发
期。”河北省南和县郝桥镇侯西村村民邢
爱民说，以往这个时候，得雇人打药，“现
在与华中农资合作社签订飞防托管服务，
省时省力省钱，仅工人工资一项，每年最
少节省五六千元，比自己干强多了”。

南和县华中农资专业合作社自
2007年成立到现在，已有分社93个，社
员23650多人，接受社员托管土地1.8
万余亩，同时辐射周边10余个县（市、
区），辐射人口25万余人。

“目前，合作社所有飞防设备全部应
用物联网技术，安装飞防植保专用软件，
实现精准喷洒，全程作业大数据智能化
管理。”华中农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信
朋说，他们共有航空植保无人机15架、
大型自走式喷药机械40台、机动喷雾器
200台、配套作业车10辆。

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节约农业劳
动投入，合作社与当地农业龙头企业河
北金沃土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协议，
集中采购农药，既保证了农资品质，又降
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合作社还利用合
作单位的农资销售网点，大力宣传飞防
托管服务，吸纳更多农民加入合作社，壮
大了飞防托管用户群，保障了飞防托管
服务的可持续性。

过去，农户喷洒药物，全靠经验，不
仅效率低，还会造成空气和土壤污染，对
农产品安全也带来了一定危害。通过防
治环节统一作业服务，有效减少病虫防
治次数和农药使用量，每亩减少农药用
量20%至30%，提高了农作物病虫害的
防治水平和农产品质量。

专业的事交由专业人士做，老人妇
女从事田间劳作的现状正在改变。南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瑞霞说：“飞防托管
服务有效推进了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统防
统治，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田，进入工
厂，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增收，加快了乡村
振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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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务工，一些地区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以往小

规模散户经营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与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需求不相适应。“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为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面临的新课题。

对此，河北省推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在农民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委托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

耕、种、防、收等农业经营工作。这种模式能否解决现代农业生产中的问题，经济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河北多地开展调

查采访。

农民去打工农民去打工，，土地谁来种土地谁来种？？
——河北探索推广河北探索推广66种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种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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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后，打电话找河北省石家庄
市栾城区天亮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赵军海入
股合作社的农户越来越多。今年春天干旱
少雨，庄稼活不好干，有的合作社出现了退
地情况，赵军海这里反倒成了“香饽饽”。

“我们的土地入股‘黄金定律’股份分
红模式，破解了合作社和小农户之间的利
益分配难题。”赵军海介绍，这种模式省去
了股权量化的繁琐步骤，外出打工的村民
们也不用跑回来播种了，让农户更容易
接受。

赵军海所谓的“黄金定律”模式，还得
从2年前说起。2018年之前，农户在天亮
合作社托管土地，需支付 780元年托管
费，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全程化服务，直接
把收获的粮食送到农户家中。不过，就是
这780元托管费，不少农户也不愿意交。
东牛村村民李玉平便是其中一位。她的
担忧很实际：“合作社本身就可以从托管
土地中赚钱，为啥还让俺掏钱？要是遇上
自然灾害，收成不好怎么办？而且，俺交
了钱之后不给俺好好管咋办？”

李玉平的顾虑让赵军海产生了新想
法：农户签合同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大家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至于分红比例，参考
合作社章程原有规定以盈利的60%用于
社员分红，二次分红比例是12%，赵军海
灵光一闪：把两个数加起来比率非常接近
0.618。“这个数据恰巧同黄金分割率接近，
那就叫‘黄金定律’股份分红吧。”赵军海
说，这样不仅保证了农户分红的公平性，也
为合作社争取了一定的利润空间，吸纳的
农户土地用以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减少了
资源浪费，经营效益明显提高。

天亮合作社探索的“‘黄金定律’股份分红”是土地股份合作分红模式
的生动实践。“相较于传统的土地流转模式，俺们更能保障农户的利益。”
赵军海说，从 2018 年春天至今，连年霜冻，合作社每年的分红却没降
多少。

合作社提供务农服务，农户提供自家土地，“黄金定律”股份分红制合同的
签订，不仅同小农户建立了联系纽带，还调动了农户们参与合作社管理的积极

性。如今，天亮合作社的
“‘黄金定律’股份分红”模
式辐射3个乡、2个镇，有
3000余家农户入股参社，
共吸纳耕地1.3万余亩，为
入社农户增收3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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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宁晋县垄上行土地托管协会工作人员在地里了解麦田浇灌情况。 胡盼玲摄（资料图片）

5月初，在河北省南和县闫里乡闫里村麦田里，河北金沃土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农业机械在为托管土地喷洒农药。
邱洪生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