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风拂过，麦浪翻涌，2000 多亩冬小麦在阳

光下格外生气勃勃。看着村里的麦田，安徽省合

肥市长丰县杨庙镇大路村党支部书记董永含挺

直了腰杆，绽开笑颜，“很快就要丰收了”。

眼前的一切得益于安徽农垦集团与大路村

的合作。安徽农垦集团与大路村通过垦地合作，

蹚出了“国企+村集体合作社+高素质农民”的乡

村振兴模式，数千亩曾抛荒的土地变成整齐有序

的高产田，大路村集体收入从全县 171 个村集体

经济组织中排名第 161 位一跃晋升为第 6 位。这

次垦地合作不但拓展了土地经营收入增长点，实

现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有效提升了农民

收入。

时光倒回到一年前，那时董永含心里是五味

杂陈，没有一丝轻松和愉悦，沉甸甸的担子压在

肩头。事情还得从一次村企合作说起。

接下烫手山芋

大路村地处江淮分水岭，距杨庙镇镇政府约

2 公里，全村总面积约 7563 亩，耕地面积 6075 亩，

辖 4 个自然村 13 个村民组，主要从事小麦和水稻

种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

为了改变当地农业生产落后面貌，2018 年，

村里将大部分耕地流转给一家企业。本以为这

家企业能带着全体村民发家致富，结果这家企业

接手后，利用 1800 亩耕地建了大棚种蔬菜，其余

4000 多亩只种了 1000 亩小麦，剩余的地撂荒。

因管理不善，去年 6 月份这 1000 多亩麦田只收了

40 多万斤春小麦，平均亩产只有 400 斤。

“上季麦子卖了大概 42 万元。”董永含有些无

奈地说，“这点钱连给村民分土地流转款都不够。”

亏本的买卖难持久，种粮也一样。流转大路

村 耕 地 搞 经 营 的 企 业 干 脆“ 三 十 六 计 走 为 上

计”。经营者走了，村里的地谁来种？给村民的

土地流转款咋兑现？这些难题不解决好，村民肯

定 不 答 应 。 作 为 村 里 的 当 家 人 ，董 永 含 非 常

头疼。

镇里联系大路村的干部周宗好知道情况后，

找到了安徽农垦集团农产品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汪登松，希望农垦集团能接手这片耕地发展农

业生产。

汪登松得到信息后，马上派出工作人员实地

考察。“这哪里像耕地的样子，地里的荒草长了一

人高。”即将年满 60 岁的安徽农垦集团大圹圩农

场副总农艺师王玉虎与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看

了现场后直摇头，“因为地处江淮分水岭缓坡丘

陵，土地高低不平，旱不能浇、涝难以排，加之各

家的田埂将耕地分成不规则的小块，像鱼鳞一样

交错，没法上大农机。跟农场里田成方、路成行、

沟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农田比起来，实在是相

差太远”。

“包下这些地先别说水旱灾风险，光重新整

地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王玉虎说。农垦集团

农产品公司的决策者们也很犹豫。“公司第一次

开党委会研究与大路村合作就没通过。”汪登松

说，“不少班子成员认为承包这些地成本

高，风险大，万一亏了还会影响集团

的品牌形象。”

得知农垦集团要搁置这一项目，

周宗好急了，赶紧拉着镇党委书记一起

上门做工作，并表示政府方面一定尽全力

支持配合。董永含也上门拍胸脯表态，“需

要村里承担的工作我们一定做好”。村镇两

级干部的诚意最终打动了安徽农垦农产品公

司。“第二次开党委会，通过了。”汪登松说，“接

下这个烫手山芋真是要不小的勇气。”

推行网格管理

2021 年 4 月份，安徽农垦集团农产品公司与

大路村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开始经营大路村

4000 多亩土地，合作期限暂定 5 年。这 4000 多亩

地怎么种？“我们有种子、农资、技术、销售渠道等

优势，但短板也很明显，抽调不出更多人员来支

援这个项目。”汪登松说，农垦农产品公司先投入

几十万元修整土地，除掉抛荒地里的杂草，推掉

一部分田埂，将地块合并成 10 余亩大小便于机

械化作业，又选派了陈从贵、王玉虎、孙治国 3 名

农业技术骨干到大路村蹲点，负责 4000 多亩土

地农作物的生产组织、农资供应和技术指导。

“经过分析耕地情况和市场判断，我们确定

2021 年秋粮主要种植高粱，几百亩低洼田块种植

水稻。”大圹圩农机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陈从贵说，

“我们 3 个人进行了分工，我负责农机使用、田地

排灌及用工计划安排，王玉虎负责种植技术指导

及田间管理，孙治国则负责财务核算和报销。”

但光靠 3 个人肯定忙不过来，怎么办？农垦

农产品公司研究出了一套网格化管理方案——

通过卫星遥感测绘将大路村流转土地测绘入图，

将每 500 亩至 700 亩地块作为 1 个网格单元，由

大路村集体合作社作为受托管理方派出 1 名农

民作为网格管理员负责管理。网格管理员根据

“网格化”管理要求，落实负责单元的管理任务，

提高农艺措施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完成农作物

产量任务。每个网格再由负责村干部根据农时

需求在村里招聘村民从事田间种植、管理、收获

等工作，每天 100 元工钱。

推行网格化管理的目标在于培养一支高素

质农业生产队伍。王玉虎说，首先这支队伍人数

在精不在多，能及时有效组织当地劳动力开展生

产；其次是要推广生产技术，把农垦农作物高产

栽培技术传授给这支队伍，进而推广给参与生产

的农民；再次是以高素质农民带动农机专业服

务，就地就近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问题。

记者见到大路村村民董永生时，他正带着

10 多个村民在田里铺地膜。作为网格管理员，

他负责管理的田块有 600 多亩，这一季作物有小

麦、油菜、蔬菜等。

“我们按 3 人一组分工，其中两人培土，一人

盖膜。过几天就要下雨了，要抓紧时间把地膜盖

上，不能耽误玉米种植。”董永生告诉记者，“我们

的工作时间是早晨 6 点半到中午 11 点，下午从 1

点半到 6 点，总共 9 个小时。工资每天 100 元，最

小记工单元是半天。村民家里有事可以请假，当

然如果有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下次我们就不

会再用了。”

“我每天都要到田里去看看作物的长势，发

现有杂草就提醒网格员除草，有病虫害的苗头就

指导网格工作人员提前防治。”王玉虎说。

“农 垦 技 术 员 真 是 种 地 高 手 ，什 么 时 候 排

水、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打药都算得清清楚

楚，打药用无人机，除病虫害药里还加了营养

液。”70 岁的大路村原党支部书记董善业告诉记

者，“高粱怕涝，但我们这地方夏季雨水多，排水

是个难题，为此他们专门引入了鼠道机在地底下

开沟排水。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新型农机，难

怪去年高粱长得这么好！干了一辈子农活，真是

长见识了，也学到不少经验。”

完善激励机制

“我们从先前大路村与企业合作失败的案例

中汲取教训，意识到村企合作要建立一套科学的

考核体系。”汪登松说，“我们推行网格化管理也

是为了把新的激励机制落到实处，让农产品公

司、村集体合作社、生产骨干三方同经营、同参

与、同负责，共同提高积极性。”

“523 分红”是安徽农垦农产品公司与大路村

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核心条款，即农垦、村集体合

作社、村民分别按照利润的 50%、20%、30%实行

利润分成。农垦农产品公司以作物产量和成本

控制为基础指标，根据三方责任分工进行分类考

核，首先对大路村集体合作社实行成本考核，大

路村集体合作社作为组织者，不仅要组织生产骨

干把农艺措施落实下去，还要对他们有效管理，

从而把生产成本控制在合理区间。具体量化指

标为：水稻亩产在 450 公斤以上、亩成本控制在

1055 元以内，小麦亩产在 350 公斤以上、亩成本

控制在 655 元以内，高粱亩产在 300 公斤以上、亩

成本控制在 755 元以内。在完成基础指标后，亩

纯利润在 300 元以内按 20%奖励；若亩纯利润超

过 300 元，300 元至 500 元区间的部分按 30%奖

励，500 元以上部分按 40%奖励。

“设定这一激励目标有利于压实网格管理员

的责任，使他们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激发生产积

极性。”汪登松说，分成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

达不到基础量化目标，分成可能就变成 7∶1∶2。

在有效管理和激励机制的推动下，2021 年，

大路村秋季高粱与水稻喜获丰收，农垦农产品公

司与大路村合作项目首战告捷。4000 多亩统一

流转土地纯收益达到 110 万元，农垦集团农产

品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向大路村集体返还 40 万

元。加上其他收入，大路村村集体经营性纯收入

达 50 多万元，村集体收入从全县 171 个村集体经

济组织中排名第 161 位上升为第 6 位，一举摘掉

了后进村的帽子。

初战告捷让董永含非常兴奋，“一季秋粮

就能为村集体带来 40 多万元收入，村民土地

流转款也有了保障，4000 多亩土地流转款去

年就兑现了 160 多万元”。

在这一经营模式下，村民们的收入也

明显增加。去年，大路

村村民童德凤负责管理的 500 亩高粱地平均亩产

650 斤以上，高产田块 800 斤以上，加上网格管理

的工资和分红，他一年收入有近 3 万元。“农田打

药、除草、清沟、排水都需要人力，村里一些五六十

岁的劳动力不用再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干农活每

人每年就能有 1.5万元左右收益。”董善业说。

开展多种经营

粮食种植上了规模，集体经济有了积累，村

民增加了收入，为大路村下一步开展多种经营

创造了条件。在外发展多年的大路村村民董吉

豹看准村企合作项目的商机，在大路村成立了

农机服务公司，投资 170 多万元，购置了大型拖

拉机、旋耕机、播种机、无人机等机械 15 台（套），

去年农机作业收入 60 万元。“农机服务公司也

采用 5∶2∶3分成机制，投资方董吉豹拿收益的50%，

村集体留成20%，其余的分给农机手。”董永含说。

隔壁枣林铺村村民童继固就是大路村农机

服务公司的农机手之一。记者见到童继固时，他

正在检修旋耕机。“按照公司的分成机制，去年收

秋粮时我收入 1 万多元，按工作时间算，大概是

600 多元一天。今年农机服务时间更长，服务范

围也更广，收入有望进一步提高。”童继固说。

“去年我们高粱虽然高产，但收获时因为缺

少专业农机具，在地里损失了一部分。”董永含

说，“今年我们将加强这部分管理，用好农机具，

争取更好收成。”

“我们规划了 10 多亩场地，准备招标建设仓

储设施，引入烘干设备，以便更好地储存粮食。

去年麦收时小麦价格是每斤 1.2

元左右，后来价格一路走高，今年春

季卖到了每斤 1.7 元。以后有了仓储设

施，我们的粮食就能卖出更好的价格。”董永

含告诉记者。

“我们还注册了‘大路情’商标，用自产高粱

在贵州遵义茅台镇酿制了一批白酒，目前已经销

售一空。”董永含说，“今年春季村里 1000 多亩油

菜花田金灿灿的，非常壮观，这也是非常好的乡

村旅游资源。下一步我们准备引入乡村旅游等

项目，吸引更多城里人来消费。”

“今年我们农垦集团和大路村合作，除了种

好小麦、油菜等夏季粮油作物之外，也辟出几百

亩土地用于种植蔬菜。一方面，当前蔬菜需求

旺、价格高、行情好；另一方面，蔬菜种植用工多，

能为村民增加劳务收入。”王玉虎告诉记者。

“皖垦—大路”这一创新合作模式也引起了

当地政府的关注。“大农垦、大情怀，双方想到

一起、干在一起、成在一起，闯出了乡村振兴

新路。”长丰县委书记李命山说。今年长丰县投

入 1600 万元资金，实施配套仓储烘干中心项

目，同时，对大路村乡村振兴规划进行提档升

级，借鉴农垦探索智慧农业的做法和经验，筹

划农业物联网项目和农产品加工项目，致力打

造乡村振兴新高地，并将在其他乡村复制“皖

垦—大路”模式。

今年初，安徽农垦农产品公司与杨庙镇大元

村也签订了 4000 亩土地流转协议，继续推广这

个模式发展现代农业。周边的淮南市凤台县也

有几个乡镇找到安徽农垦集团寻求合作，准备在

更大范围复制推广大路村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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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年时间，合肥大路村抛荒地不见了，村集体“钱包”鼓起来了——

村 企 合 作 破 解 抛 荒 难 题村 企 合 作 破 解 抛 荒 难 题
本报记者 梁 睿

俯瞰杨庙镇大路村俯瞰杨庙镇大路村，，村舍村舍、、田野阡陌纵横田野阡陌纵横。。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然而近年来不少地区存在不同程度耕地抛荒现

象。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杨庙镇大路村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可没有想到的

是，短短一年时间，一个耕地抛荒的后进村却逆袭成为县里的集体经济强村。他

们通过村企合作寻找到破解难题的新方式。

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
谁来种地？怎样做到优质高产高效？

这是广大农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安徽

农垦集团与长丰县杨庙镇大路村的有益探

索为破解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粮食种植要做到

“一优两高”需要一整套的现代化流程，既

要因地制宜用良种、精耕细作有良法，又

要集采农资降成本、机械帮忙省人工，还

要 金 融 支 持 防 风 险 。 打 通 这 套 现 代 化 流

程，离不开农业生产龙头企业。安徽农垦

集团在与大路村合作经营的项目中，充分

运用这些要素，把农业规模经营优势复制

到这块土地上，为实现种粮“一优两高”

打下了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很多龙头企业和种粮大

户都在干。但近些年，由于农资价格和土地

流转费用上升，导致种粮收益相对下降，影

响了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此外，土地流转的

收益方主要是村民，村集体对粮食种植缺少

管护积极性。双方难以形成合力，成为影响

粮食高产的又一因素。在安徽农垦集团与

大路村的合作中，通过将一部分收益奖励给

村集体和网格管理员，充分调动管理积极

性，同时给村民提供劳务岗位，使得村集体

和农垦集团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确保

各项增产提效措施落到实处，最终实现了种

粮的优质高效。村集体经济从中获得了积

累，能发展更多乡村产业，为村民创造更多

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安徽农垦集团与大路村的实践为实现种

粮“一优两高”探索了一种新做法，周边不少

县乡到大路村学习取经。这种新探索正展示

出强大的生命力，接下来应当不断总结经验，

提高农村粮食生产

力，为粮食安全提供

更多保障。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闫伟奇 美 编 高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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