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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农业大县，

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

是农村人口流出、老龄

化加速，在推进农业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土地

向大户聚集的趋势愈

加明显，农民拿到的土

地流转费用，远低于土

地产出的收益。

“谁来种地、如何

种好地、怎么把土地的

增值效益留给农民，让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紧

密衔接。”——依安的

探索给出了一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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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焦宏 裴逊琦

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三家子机场出发驱车向
东北，走不出多远，车窗外的楼房就慢慢变成了广袤
的农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达了齐齐哈尔
市依安县，这里有耕地 426.7万亩，是典型的东北农
业大县，最大的特色就是农业，主要种植玉米、马铃
薯、大豆、甜菜等大田作物，是连续14年的全国产粮
大县。

东北的农业大县，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农村
人口流出、老龄化加速，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
中，土地向大户聚集的趋势愈加明显，农民拿到的土
地流转费用，远低于土地产出的收益。

“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怎么把土地的增值效
益留给农民，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紧密衔接。”——
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2023年，齐齐哈尔市以依安县为试点，开始了一
场农业经营体系的改革：将农民合作社作为核心主
体，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坚持“自愿参与、自主经
营、政府服务、按股分红”的原则，村党组织引导农民
以自有承包地、村集体以集体耕地入股组建合作社，
以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运作方式，高效应用大垄密植、
大机械作业等先进技术，由合作社进行集中耕种，形
成了“党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五统一”的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这种模式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普遍认可。

目前，依安县成立了 193 个新型农民合作社和
147个家庭农场，实现了党组织凝聚力增强、粮食增
产、农民和村集体增收、乡村治理增效和县域经济发
展增速的“五增”目标。

过去，习以为常的“土地流转”在依安县正在被
“带地入社”取代，农民把自有承包地“入股”到农民
合作社，在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实现了产量与收入
的双提升。

秋收前夕，记者来到这个松嫩平原上的农业大
县，以一个合作社为样本，与“带地入社”的农民这些
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这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变革带
来的变化。

怎么把土地增值效益更多地留给
农民？

依安县地处松嫩平原，肥沃的黑土地，北纬四十
七度的适宜气温，让这里适合农作物生长。然而，东
北农业县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在这里也都有所体
现：组织化程度低，土地细碎化，也导致先进技术和
大型农用机械难以得到应用，极大影响土地产出效
益的提升；传统种植产量基本达到了“天花板”，农民
收入增长空间有限；人口大量外迁，土地向少部分人
低价集中的趋势加剧。

依安县以及周边县市，2022年土地流转费大致
在每亩600元至800元，而在传统种植方式和正常气
候条件下，种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加上各类政策性
补贴的亩均收益在 1000 元至 1200 元左右。尽管农
民可以拿到基本的土地流转费，但是土地的增值收
益农民拿不到。

让土地增值收益“普惠”农民，同时又要保持规
模化经营的效益提升。在土地集体所有这一根本不
变的前提下，必须在放活土地经营权上取得创新。

“怎么把土地增值效益更多地留给农民”是核心
问题。

依安县着力构建一套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这
个体系中，党组织引领组建的农民合作社是核心主
体，鼓励农户以自有承包地、村集体以集体耕地入股
的方式组建农民合作社，合作社选择懂经营、善管
理、群众认可的能人担任理事长，以集约化和规模化
运作的方式承担种地、种好地的核心任务，收益“按
股”分红给入社农民。

这种模式聚集了农业最关键的土地资源，解决
了以往农户土地分散、规模化效益低的问题，最关键
是让农户享受到过去只有少部分人享受的土地增值
效益，且土地始终牢牢掌握在农民和村集体的手
中。政府的任务则是要在前期设计好合作社运营模
式，鼓励农民分批有序加入。同时要搭建好社会化
服务平台，为合作社“种好地”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依安县委书记王柱说：“‘带地入社’将所有的
增值效益和节省的成本都牢牢集中在了农民合作
社这一农业生产主体上，进而通过分红的形式分给
农户，使农户成为这一农业经营模式的最终受益
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
共同富裕。”

2023年，在齐齐哈尔市的支持下，依安县将构想
付诸实践，明确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任务书、
时间表、路线图。村党支部引领组建农民合作社，党
员干部和村集体带头入社，通过组织现场观摩、入户
宣传、对比算账等方式动员农户加入。当年，全县以

“带地入社”方式组建农民合作社 56个，并围绕体系
建设制定了“一表一单一汇编”，细化重点任务46项，
梳理了65个风险点，出台了农机作业标准、网格化管
理、村党组织书记考评办法等制度机制30项。

“最关键的一个原则是，入股合作社必须用农民
自家的承包地。”深度参与制度设计的依安县农经总
站站长张景良告诉记者。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农民受
益上。”依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佰昌说，通过土地
的集约化、资源的集中化、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
化，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社会化服务成本显著降
低，农村土地价值得到充分挖掘，推动土地效益大幅
增值。

为什么农民愿意“带地入社”？

红星乡红星村位于依安县城北 8.8公里，全村耕
地面积 14300 亩，户籍人口 612 户 1812 人，人均耕地
超过7亩。随着人口流出，如今村里常住人口仅有93
户258人。

很长时间以来，土地普遍向大户流转，农户对自
己的承包地除了每年拿点流转费外，对自家地上种

什么、产量多少、收益多大，尤其是耕地轮不轮茬，化
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等等，都一概不知。

2023 年，在依安县推出“带地入社”组建新型农
民合作社后，红星村党支部引领组建了晓伟现代农
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在村委会，记者见到了入社最
早的几位村民以及合作社工作人员。

“带地入社”的村民曹靖云，今年已经68岁了，子
女早早在外地安家立业。十年前老两口种地越来越

“跟不上趟”，她家22亩地都流转给同村的大户，流转
费从最初一亩 500 元至 600 元，增加到 800 元。她从
来也没关心过自家地种啥，也没关心过种地的收
益。就是觉得地在就行，每年的收入也就是那些流
转费。

“最大的感觉就是自家的承包地离自己越来越
远了，对土地的亲近感也没有了。”曹靖云听说加入
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后，一亩地能分红1300元以上，就
算达不到这些，第二年也可以选择退出。

曹靖云果断“带地入社”。
她另一个心思是，作为一名老党员，把地交给党

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更放心。过去流转的时候，
地交出去了，种什么、怎么种都是别人说了算，自己
没道理去管别人，这让她也有些顾虑。比如，曹靖云
就不想让自己的地种甜菜。因为甜菜根系长，特别
能吸收地里的养分，如果只追求产量不倒茬种植，那
后面种啥都种不好。“种两年甜菜的地再租给别人，
每亩流转费都得少收200元。”曹靖云说。

对于曹靖云这样逐渐失去种地能力的小户来
说，“带地入社”的好处是承包地不用自己操心，还有
合作社分红的收益，关键是 22 亩承包地还在自己
手里。

而对于动辄流转上百亩土地的种地大户来说，
放弃过去流转土地小规模种地模式，选择将自家的
承包地“带地入社”有更多考量。

同村的刘涛就是从种植大户转向第一批“带地
入社”的村民。

刘涛，今年 52 岁，脸晒得黑黢黢的。在村里，刘
涛这个年纪是种地的主力军。入社前，他在自家 18
亩承包地之外，流转了同村农户的100多亩地。老伴
要带孙子，这些地几乎由他一个人打理。

在刘涛看来，尽管在种植规模上称得上“大户”，
但自己却没有“大户”的经营实力，耕种100多亩地一
年比一年让他力不从心。他没有大型农机，翻地、整
地都只能用“小四轮”马马虎虎搞搞，因为地不平整，

地里长出的苗有高有低。
“有时候干脆不翻地了，上一季作物茬子还在地

里就直接种。”因为种得“糙”，产量一直上不去，正常
年景每亩也就能挣 200元至 300元，一年下来净收益
最多2~3万元左右。

而在种地的困局之外，刘涛更担心的是市场风
险问题。“这几年下来，明显感觉赚一年赔三年是常
态。”他告诉记者，近些年种地成本越来越高，土地流
转费以及农药、化肥、人工费等都在涨价，光土地流
转费每年就要投入8万多元。忙的时候还要雇人，雇
一个人干一天150元。在这种“重投入”的运转下，一
旦市场行情不好，刘涛不仅赚不到钱，辛苦一年甚至
还要赔钱。

“带地入社，我心里踏实。”经过权衡利弊，刘涛
选择带着自家18亩地入社。相比于过去“提心吊胆”
地种地，他最看重的还是入社以后省心省力，收入
稳定。

2023年，红星村晓伟合作社在去除购买农资、农
机服务等成本后，将全部收入都分给了“带地入社”
的村民，平均每亩收益是1350元。

曹靖云家总计分红了3万多元，比过去增收1万
多元。刘涛自家分红了 24300 元，他本人 3 月~11 月
在红星村的农机合作社当农机手，工资 5万元，其余
时间还可以打零工，总收入比自己包地的时候还高，
而且还省心。

2023年，红星村有58户202人加入合作社，整合
土地 2164亩。2024年，红星村“带地入社”的数据变
成了228户670人入社，整合土地7032亩。

“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村民加入？因为‘带地入
社’实打实地提升了农民的收益与抗风险能力，这笔
账农民都算得过来，而且农民入社退社都是自愿
的。”村党支部书记、晓伟合作社监事长朱晓伟说，由
社员选出群众威望高的种地能手担任合作社理事
长、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监事长也是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中的一项制度设计，可以在保持社员自主
经营的同时，让合作社始终处于党组织的监督之下。

在依安县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广过程中，红星
村的规模与效益都处于全县中位。新兴镇安乐村

“带地入社”农户 363 户，整合土地 1.67 万亩；新发乡
利民村“带地入社”农户266户，整合土地9955.93亩；
上游乡建明村“带地入社”农户 294 户，整合土地
8953.86亩，去年该村订单种植鲜食玉米，亩均纯收益
达到1800.5元。

怎么才能保障“带地入社”新型合作
社高效健康运行？

种地网格化，管地网格长。这是合作社种好地
的创新。

对于新型合作社的运行，依安县设计出一套“党
支部+合作社理事长+网格长+农户”的四级管理模
式：合作社将根据经营土地的实际情况，按照每1000
亩至2000亩左右的标准，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
格配备 1 名网格长，承担相应的管理服务和监督职
能。网格长必须是本合作社的社员，优先从有种地
经验的村屯党员干部中选拔，由村党支部与合作社
理事会研究通过后聘用。网格长负责分管网格内土
地的“耕种防收储运销”全过程的管理和服务，协助
农技等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赵国栋是红星村公认的种地能手。过去几年，
他流转300多亩土地，因为方法得当、管理细心，效益
一直不错。

“带地入社”后，他顺理成章地被社员选为理事
长。根据土地面积，红星村晓伟合作社聘用了5名网
格长，加上赵国栋，6 个人负责经营合作社的所有
土地。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田间管理与监督作
业。”赵国栋说，种之前算好哪块地种什么作物，按季
节农时，到了要翻地、播种、施肥、打药、收割的时候，
我们要联系代耕主体按时作业，还要监督他们干
好活。

“过去个人种植地块小、成本高，‘带地入社’后
土地由合作社集中统一耕种，不仅成本降下来了，也
方便倒茬轮作。”赵国栋说，现在像甜菜这样需要倒
茬的作物，也能放心大胆地种。依安县通过玉米、大
豆、甜菜、马铃薯等作物科学轮作，在保护土地地力
的同时，也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网格长也要接受农户与合作社的监督，农户
觉得自家的地管理不到位，也会找我们反映。”朱
晓伟说，合作社理事长和网格长的工资由合作社
支付，每年 3 月~11 月一个种植季，分别为 3 万元和
2 万元。

网格化的统一管理模式，让先进技术大规模推
广有了抓手，过去因种植户分散而难以应用的技术
如今得以顺利落地。2023 年，伴随“带地入社”的铺

开，大垄密植、大机械作业等先进种植技术在红星村
得到大面积推广。

“过去农民自家种地都是起65公分小垄，施肥播
种一次作业，播种效果差。现在采用110公分大垄密
植，分层精准定量定位施肥。”赵国栋说，与传统65公
分小垄相比，大垄玉米、大豆每亩可多播 700 株和
2000株以上。

再比如，在整地环节，过去小农户是春季整地，
保墒效果差，现在是深翻整地，秋起大垄，实现了蓄
水保墒；在田间管理环节，过去是小机械作业，标准
不一，现在是归方连片种植，田间管理实现统防统
治；在收获环节，过去是整棒收获，二次脱粒，损失
多，现在是高端智能农机直收脱粒，集中作业、节省
工时。

视角提升到整个县域上，依安县从上到下构建
起一套完整的为农服务体系，着力保障“带地入社”
合作社种好地。

在依安县为农服务中心，记者看到，通过平台的
社务管理板块，能够快速查看各个合作社等主体的
成员、地块、资产、种植作物的数据，每个地块都被编
码，便于县乡两级掌握各类主体的经营情况，并进行
数据汇总、统计分析。

依安县构建线上线下两个服务平台。在线上，
开发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将农民合作社、
农资厂家、代耕主体、农技专家、金融保险机构等全
都整合进来，具有社务管理、金融、农资、农事、供需、
监管等 8个功能。另外，建设社会化服务板块，对农
机手、网格长、农技专家等实行赋码星级管理，农机
作业的轨迹实时上传，实现信息化、数据化全流程
监管。

在线下，打造为农服务中心，构建了“1+1+N”县
乡村三级为农服务网络，县级成立 1 个为农服务中
心，每个乡镇组建 1个乡级为农服务中心，村级设立
N 个为农服务站，开设订单、农资、农机、农技、金融
等服务窗口，负责农资订购、农机调配、金融信贷等
工作，为合作社和农户提供全流程标准化的社会化
服务。

“我们通过创新打造综合为农服务体系，实现
了统一平台赋能、统一农业生产、统一资金监管、
统一产品销售、统一收益分配的‘五统一’运营模
式，保障农民合作社的健康高效运行。”李佰昌
说。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实现了土地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目前来看，入社的土地，预计玉米平
均单产能达到 1700 斤左右，亩均增产 280 多斤，大
豆平均单产能达到 400 斤左右，亩均增产 70 斤
左右。

一次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
接的探索

今年 2 月 19 日，一场订单农业签约大会在依安
县召开，北纬四十七、鹏程生化、东方瑞雪糖业等企
业与依安县各个农民合作社总计签订长期大额订单
24.86万亩，先卖后种，保障合作社农产品有销路、不
愁卖。

会上，红星村的晓伟合作社也与多家企业签订
鲜食玉米、甜菜、马铃薯等订单共 4600 亩。合同签
完，今年的收入朱晓伟心里基本有数了，“预计亩均
分红在1800元以上。”

这次订单签约大会依安县筹划了很长时间，就
收购价格与企业多次洽谈，一穗玉米，合作社赚多
少、企业赚多少，都确定下来，这样谁也不用想着去
多占一点对方的便宜，合作社可以踏实种地，企业可
以踏实收购。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农情，数量众多的小
农户只有整合起来，才有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可
能性。经过两年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依安县
的新型合作社已经成功聚集相当规模的农户，在与
大企业、大市场的对接过程中，依然需要发挥政府的
作用。

带着这样的出发点，在依安县的探索中，通过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充分发挥了集体优势和规
模优势，对农民进行了有效保护，避免了农民直面市
场风险。

在农资方面，依安县为农服务中心统计合作社
的农资需求，与大型农资厂家对接洽谈，上架质量有
保障的农资产品。对比农户自购，合作社统购农资
每亩可节省20元成本；在信贷方面，依安县与金融机
构对接，为农民合作社开发了土地信用专属金融产
品，实现随用随贷、随借随还。

让农民最托底的是完善的种植业保险，入社地
块全部投保了完全成本险、收入险等政策性高保障
险种。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创新农业经
营方式，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重塑生产关系、更
新农户思想，是农业农村改革的一次深化。农业生
产的核心权责依然掌握在农民手中，农民合作社完
全由村集体和农户土地入股组建而成，政府并不介
入。同时，规模化经营后释放的劳动力，还可以通过
发展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以及到企务工等方式，实
现二次增收。

目前来看依安县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运营情
况良好，农民入社积极性高涨。下一步要稳步拓
展规模，推进“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建强原料供
应基地，大力发展订单、定制农业，满足县内北纬
四十七、东方瑞雪糖业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原料
需求，吸引更多加工企业入驻，着力打造依安特色
农产品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水平，
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诚然，依安县的探索做法有其地域特殊性，比如
地多人少让农民的利益诉求相对集中，更方便协调；
相对单一的种植品种更容易形成规模效应等。王柱
展望，这场全县上下共同推动的改革，一定会让更多
人意识到提升土地组织化、合作化、规模化的优势，
农户能够得到更多的土地收益，让小农户在融入现
代农业发展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

上游乡建明村鹏程明富合作社分红现场。 受访者供图

“带地入社”地块应用大垄密植技术和大机械作业。 受访者供图

红星乡红星村鲜食玉米收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