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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川金凤区
精准施策为新型经营主体解难

为帮助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渡过疫情
期间的难关，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从资金、物流、用工等方面精准施
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成效显著。

发挥资金惠企效益。金凤区出台《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
持民营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若干措施（暂行）》，对在“菜篮子”市场
保供中发挥积极作用的45家社区蔬菜直销店补贴39.5万元，对在
疫情防控期间帮助辖区农户销售农产品并发挥重要作用的2家农
民合作社给予补贴 6 万元。不仅解决了合作社的资金难题，也对
参与抗疫保供的新型经营主体有积极的引导效应。

打通滞销菜品销路。发挥近郊优势，由农民合作社牵头，通过
邮政公司线上销售、农超对接、京东物流等途径，采取上门配送、超
市直供等方式，有效解决了疫情防控初期蔬菜滞销的问题，帮助良
田镇菜农销售滞销蔬菜30余万斤。

保障正常流通秩序。迅速落实“绿色通道”政策要求，对农产
品和重要农业生产资料运输车辆简化查验手续，确保“菜篮子”产
品市场供应和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已协调市交通局办理绿色通行
证12份。

科学有效复工复产。制定复工生产防控方案，严格执行体
温检测、消杀防疫、进出登记等措施。辖区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
工企业复工率 82%，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复工率 100%。全力协
调解决用工难题，辖区 3 家育苗企业聘用的外省技术人员已返程
复工，从广西返程 28 人、海南返程 24 人，均已安排在温棚园区集
中隔离，期满达标后上岗。

本报记者 毛晓雅

湖北武汉
良品铺子“云招聘”将常态化

近日，武汉良品铺子发布了 2020 年招聘“大礼包”，全年招聘
6500 个岗位，并开启了“云招聘”常态化模式。在良品铺子看来，

“逆市招聘”将网罗一批从一线城市返鄂又无法及时复工的湖北籍
精英。

近年来，我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增长较快，而其中的龙头
企业，是促进三产融合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可有效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区域产业链升级，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据了解，良品铺子主要从事休闲食品的研发、采购、销售和运营业
务，在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则主要与全国各地的种植、养殖基地，
食品加工厂合作。2019年底，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被
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020年 2月 24日，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良品铺子成为上交所第一家远程视频上市的企
业。疫情发生以来，企业优先采购荆州莲藕、恩施土豆、宜昌鲜鱼
等湖北本地农产品，预计今年采购湖北农产品总额将超过3亿元。

“当前复工情况良好，虽然疫情给公司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年
度经营计划还是会有序推进。”良品铺子资深副总裁赵刚介绍，作
为国内休闲食品领域龙头企业，良品铺子累计捐赠超过 870 万元
的物资，以实际行动参与到防疫支援工作中。同时，主动承担起社
会责任，及时提供就业岗位，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乐明凯

广西浦北县
村集体经济“三业”齐发力

近期，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通过推进特色农业、发展物业、开展服务业创收，“三业”齐发力，
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助力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
场硬仗”。

抢抓有利时节，打造特色农业。浦北县依托“世界长寿之乡”
和“中国长寿之乡”的优势，主推“绿色牌”“长寿牌”“富硒牌”，精细
打造浦北黑猪、黄皮、官垌鱼、百香果、芋头、茶叶等特色农业品
牌。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奖励发展百香果和黑猪“一种一养”
产业，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因村制宜，
鼓励村民合作社与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产业能人联合经营。通
过资金入股、土地入股，实现村企合作、收益共享，带动产业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

推进项目建设，发展物业经济。浦北县在去年建设 100 个项
目的基础上，继续鼓励各村整合资金和土地资源。通过联村共建、
异地兴建、集体购置等形式置办厂房、仓库、铺面、扶贫车间等物
业，确保各村能够持续获得稳定收入。2020 年，浦北县筹措资金
3570 万元，扶持 59 个村建设“风险低、收益好、见效快”的物业项
目，形成固定资产，获取稳定收入，预计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约250万元。

助推复工复产，开展服务业创收。指导各村民合作社成立招
工队、施工队等劳务服务队，为企业提供劳务服务从而获取一定的
报酬。劳务服务队既解决了企业用工难的问题，又拓宽了村级集
体收入的渠道。

吴达立 梁德涛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管好果园促增收

近日，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田众家庭农场的果园种植基地
内，果农们正在给杏树喷施肥料。特殊时期，田众家庭农场在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对果园内种植的杏树、李子、美国红梨等260多
亩优质果树进行整枝、嫁接、施肥，以提高果实的品相和质量，实现
增产增收。 宿飞 摄

□□ 本报记者 毛晓雅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
2022 年）》，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
主体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具体规划，提出了
五大支持政策和四大保障措施。如何落实
好规划，切实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教授孔祥智接受了记者采访。

“规划的实施，必然会促进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农业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谈及规划出台的必要性，
孔祥智分析说，总体上看，我国依然以分散的
小规模经营户为主，根据国家农业普查办公
室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共有 20743 万农业经营户，其
中，398万规模农业经营户，仅占1.92%。幸运
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服务主体呈快速发展之势，尤其是后者，已经
成为不可忽视的农业生产服务主体。截至
2019年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70万家，依法注
册的农民合作社 220.1万家，从事农业生产托
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42万个。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不仅是现代农业发展主体、主要农产品
供给主体，同时还是社会化服务主体。在家
庭农场中，相当一部分从事社会化服务业
务。220多万家农民合作社不仅覆盖了50%左

右的农户，而且其中不少合作社还给非成员
提供服务。

孔祥智认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的最显著特点不是经营规模化，而是服务规
模化，即通过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提升规
模经营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今年突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春耕生产造成了极大的
影响，事实证明，凡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
务主体发育良好且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疫
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就较小。山东、山西、安
徽等地的合作社还利用农机设备为防疫贡献
了力量。

“落实规划，应从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
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各类
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和完善落实各类支持政
策三个方面着手。”孔祥智说。

2018 年 9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集体学
习时强调指出，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孔祥智分
析：“这是因为，在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中，农业
企业最终要经过合作社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或者像广东温氏集团、山东新希望六合
集团那样引入合作社理念实现企业与农户联
结机制的合作社化。在适应市场过程中，家
庭农场的最终归宿也必将是联合与合作，即
要么领办合作社，要么加入较大型的合作
社。因此，高质量的家庭农场是规范而有竞
争力的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基础。”

规划体现了总书记讲话精神，具体部署
了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经营主体
的质量提升工作。孔祥智建议，要引导返乡
劳动力、有意愿回到农村就业的大学生在农
业领域创新创业，通过流转土地创办家庭农
场，提升农业发展的整体质量；各地要建立完
整的家庭农场名录管理制度，对纳入名录的
家庭农场给予贷款、保险、用地、用电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鼓励家庭农场之间的联合与合
作；认真总结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
行动的经验，瞄准产业发展需求促进合作社
规范化和质量提升，提升合作社在市场上的
话语权、对农民的带动水平和与企业的谈判
能力，鼓励合作社的再合作，即成立农民合作
社联合社，扩大合作社的影响力。要按照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支持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产地分拣包
装、冷藏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等设施，促进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在促进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方面，规划
指出：“按照主体多元、形式多样、服务专业、
竞争充分的原则，加快培育各类服务组织，充
分发挥不同服务主体各自的优势和功能。”如
何落实？孔祥智建议，要以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为契机，推动村组集体经济发展，增强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能力；鼓励农民合作
社为非成员提供社会化服务，增强其带动成
员的能力；支持家庭农场发挥社会化服务功
能，提供服务提高收入；提倡“龙头企业+基

地+合作社+农户”模式，以及龙头企业合作社
化模式，提高企业对农户的带动能力；实施好
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让更多
农户受益。

“要进一步完善落实各类支持政策。首
先是完善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财政支持
体系。”孔祥智说，要鼓励金融机构建立新型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信用名录，给予信贷支
持；充分利用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
地方政府担保体系的作用，创新担保品种；按
照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推动温室大
棚、养殖圈舍、大型农机、土地经营权依法合
规抵押融资；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不断提
升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风险保障水
平；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开展产量保险、气象指
数保险、农产品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等新的保
险类型。

此外，要按照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
求，将农业种植养殖配建的保鲜冷藏、晾晒
存贮、农机库房、分拣包装、废弃物处理、管
理看护房等辅助设施用地纳入农用地管理，
保障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合理用地
需求。鼓励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解
决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财会人员短
缺问题；推动地方职业学校和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培养培训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理事
长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服务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经营管理
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

热点解读

□□ 吴昕

疫情无情人有情，齐心协力渡难关。面对汹
汹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
积极奉献爱心，以“战‘疫’有我”的实际行动，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和生产保供
两手抓、两不误。

按质按量稳供给
真心实意送真情

面对疫情，云南省各地农民合作社积极组织
生产，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标准，加强市场
信息沟通，主动与销售端市场进行对接，确保农
产品有效稳定供给，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针对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在校师生新鲜
蔬菜紧缺的实际情况，牟定县戌街荣春果蔬产销
专业合作社捐赠了 11.5吨的新鲜番茄、黄瓜、三
叶瓜；牟定县羊泉种植专业合作社捐赠牟定腐乳
1500 箱……新鲜蔬菜助抗疫，牟定县的合作社
提着“菜篮子”参与“战斗”，为抗击疫情奉献自己
的力量。

“村民向湖北黄石捐赠香蕉，却缺少包装箱，
合作社第一时间免费提供。”红河州河口县莲花
滩乡忠诚香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文
忠听说河口县莲花滩乡石板寨坡头小组村民要
向湖北黄石捐赠 22 吨香蕉，却面临缺少包装物
品的难题，便马上联系坡头村小组长盘海军，代
表合作社全体成员无偿提供了 2600 余个保鲜
袋、2600余个包装纸箱。

文山州麻栗坡县童心三七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过公众号发出捐赠倡议书，倡议为武汉捐赠具
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功效的三七。于是，大家
纷纷行动起来，合作社理事长和 25 户社员农户
向疫情严重地区捐赠了 529.85 公斤价值 42.388
万元的三七；文山万仁三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捐赠了108公斤价值7.02万元的三七。

生活物资供前线
守牢战“疫”大后方

众人拾柴火焰高。昆明碧水水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富善社区草莓协会、西华社区草莓
种植户联合支部委员会联合向草莓种植户发出
倡议，倡导大家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者捐赠
爱心草莓。

倡议得到了广大草莓种植户的积极响应，
121 户草莓种植户将 150 篮价值 7500 元的爱心
草莓送至连日来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辖区收
费站卡点的警察和医护工作人员手中。

不仅如此，草莓种植户又向在云南省第一工
人疗养院集中隔离的滞昆旅客送上 150 篮爱心
草莓，向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捐赠100篮价
值5000元的爱心草莓。

“接下来，合作社准备联合合作社会员及合
作社带动种养殖户向昆华医院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工作者捐赠爱心草莓、土鸡蛋等特产。”昆明碧

水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说，要以实际
行动，展示农民合作社、种养殖户与广大奋战在
战“疫”一线人员风雨同舟渡难关、勠力同心抗病
毒的决心。

“疫情防控点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合作社
发出为值守点尽微薄之力的倡议，得到社员的
大力支持。”楚雄州禄丰农兴农机合作社负责人
姚春两次带领合作社全体党员及部分成员，为
小石桥疫情防控点捐赠了价值约 4000 元的大
米、蔬菜、草莓、腊肉、土鸡、面条、洗漱用品及
柴火等物资。

兰坪银雨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和
部分职工到兰坪县金顶镇福坪村委会璋坪卡点
与汉口村团结社区卡点慰问疫情检查点值守人
员，并送去矿泉水、方便面、茶叶、豆豉、面条、火

腿肠、王老吉等约3000元的食品及生活用品，用
实际行动抗击疫情。

合作社负责人和银富说：“兰坪的春天比较
冷，在野外大家不辞辛劳，日夜坚守，严防死守，非
常辛苦。我作为一个党员、一个政协委员，一定要
表达一点心意。以后也会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
尽己所能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一名地道的兔峨本土居民，兔峨乡沧江
金甸红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海军心系一
线工作者。在与合作社股东商议后，毅然决定捐
赠出 1000 斤软红米，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
的力量。

西畴石漠水乡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向县红
十字会捐赠了 3000 公斤价值 1.8 万元的新鲜柑
橘；西畴县兴龙养殖专业合作社向莲花塘乡政府
捐赠了价值0.25万元的鸡和鸡蛋；戈木村杀鸡场
柑橘种植合作社向兴街镇政府捐赠了 1802.5 公
斤价值1.08万元的新鲜柑橘；丘北县小江口水果

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新店乡各个疫情防控点
捐赠了价值 5000 元的新鲜柑橘；富宁田蓬永恒
种植专业合作社向田蓬镇一线执勤卡点捐赠了
合作社产品小米辣、辣椒酱、香椿等 50 件价值 2
万元的物资；富宁归朝林下养殖专业合作社向归
朝镇和者桑乡人民政府、富宁县公安局捐赠了
200余公斤价值1万余元的合作社产品立马香土
鸡；怒江州大密扣花卉种植基地和泸水五杈树高
寒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大密扣村捐赠方便
面 12 件、矿泉水 4 件、大米 8 袋、香油 4 桶、猪肉
270斤……

捐钱捐物献爱心
凝心聚力抗疫情

齐心协力赠产品，人间到处有真爱。这是云

南省各地合作社投身疫情防控工作的真实写照，
汇聚力量、温暖人心。不仅如此，各地合作社还
积极帮助防疫消毒、踊跃捐款。

在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以牟定县隆兴农机
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多个合作社免费提供机动喷
雾器，并在村内开展消毒液喷洒工作，力求做到
无死角防疫。

为全力支持党和政府取得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抗击战的全面胜利，积极响应农业农村部农村
合作经济指导司发出的倡议，云南省昆明市安宁
正奇农机专业合作社、安宁玉超农机专业合作社
捐赠消毒用电动喷雾器械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安宁正奇农机专业合作社捐赠电动喷雾机
15 台、总价值 1.6 万元，其中 11 台捐赠给八街街
道办事处、2 台捐赠给八街街道大营村委会、2
台捐赠给八街街道相连村委会；安宁玉超农机
专业合作社向安宁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总站捐赠
20L 电动喷雾器 2 台、总价值 300 元。两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主动担当，用战“疫”有我的实际行
动，为全市广大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爱祖
国、爱家乡、爱乡亲，同心抗病毒的决心进行了
生动解读。

“我们将合作社节余的 1.2万元资金全部捐
出来，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昆明市晋宁上蒜
小朴民得利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勤忠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牟定现代农机专业合作
社、牟定县隆兴农机专业合作社分别向牟定县红
十字会爱心奉献基金会捐款1000元和3000元。

防“疫”备耕并重
及时复产减损

防疫不误农时，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也是
筹备春耕生产的重要时期。云南全省合作社一
手抓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确保疫情防控和群
众增收两手抓、两不误。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正值鲜花盛产
期的昆明市晋宁区鲜花种植户始料未及。看着
满地朵朵盛开的鲜花，花农都没有了好心情。往
年此时，花香伴着甜蜜，正是花农热火朝天收获
满满的日子；如今，鲜花滞销，几个月的劳作，眼
看就要付诸东流。

“疫情时期，合作社处于停工状态，没有收
购社员的花卉，鲜花包装车间也没有开工。”
晋宁昆阳玉莲花卉合作社负责人周毅莲看着
社员的鲜花开在地里，销不出去，心里很不是
滋味。于是一个念头在她的脑海里萌生，何不
将社员的玫瑰花收购一些，赠送给需要的人？
虽然谈不上使农户赚钱，但至少能抵一点种花
的肥料和农药成本，减轻花农的损失。同时，
让看到鲜花的人们都能拥有好心情。接下来，
她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收购了价值达 10
余万元的 12 万枝玫瑰花和 200 公斤的勿忘
我。新鲜采摘、精心包装的鲜花通过顺丰快递
运往昆明机场和昆明南站，由机场和车站免费
发送给入滇旅客。

因疫情影响，易门上百万玫瑰花发生滞销。
面对情人节前期玫瑰花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易
门县龙泉镇大营板栗专业合作社通过与玉溪易
门县邮政分公司联系，将玫瑰花上线“邮乐网”，
并通过邮乐小店积极分享。截至2月末，通过易
门邮政邮乐店（易门农品）销售玫瑰 10 万余支、
5406 件，销售额突破 12 万元。合作社全心助力
农户销售，尽力为种植户挽回部分损失。

文山州西畴县龙涎旅游开发专业合作社流
转 170亩土地，规划建造 115个巴西菇种植钢架
大棚。疫情期间10多名工人有序复工建造钢架
大棚，每人每天务工收入 120 元以上。同时，合
作社建立风险储备机制，储备饲料、疫苗、兽药等
生产物资；储备足量的医用防护口罩、防护服、消
毒液、橡胶手套、肥皂、温度计、红外测温仪、喷雾
器等防疫物资；调整饲料配方，优化营养配比，增
强蛋鸡自身抵抗力；及时了解供求信息，合理制
订生产计划，畅通产品销售渠道。

战“疫”有我在 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行动

兰坪县兔峨乡沧江金甸红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向一线工作者捐赠1000斤软红米。 资料图

开栏的话：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

（2020—2022年）》，指出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不断增强其发展实力、经营活力和带动能力，是关系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

略，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加快培

育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多元融合发展。本版从今日起开设专栏，邀请相关专家对《规划》进行全面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