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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稷山县
山楂“以枝换果”商品率达到95%

“山楂都是在枝条的顶端挂果，不管当年枝条有多长，后
边都是空着的。”山西省稷山县向阳山楂合作社负责人杨云山
介绍，“一般教科书上讲，为了用短枝挂果，就采用多次摘心的
办法，虽然形成了短枝，但由于多次分枝形成弱枝组，不利于
山楂树的生长。”

“春季的枝条不动，在八月份一次留约25公分长，在剪口
下有两个副叶处剪掉上部，当年形成壮花芽，次年开花结果，
每个花穗结二十多个果，而且都是大果。”杨云山所说的大果
就是商品果，价格比普通果售价高出约两倍，纯利润是普通果
的四倍。“普通果每斤0.5元，成本0.25元，利润0.25元；商品果
每斤1.3元，成本0.3元，利润1元。”

由此可见，同样辛苦干一年，收益差距很大。合作社首创
“以枝换果”技术，树体结果更紧密，结果部位不外移，果个儿
达四公分，商品率可以达到 95%。为了让更多的果农掌握真
正的管理技术，合作社还组织田间培训与考试，并拍摄了优质
山楂生产技术片，供大家学习。

“合作社采用果园生草提高有机制含量，施用饼肥甜度
高、口感好，是绿色富硒农产品。”杨云山很骄傲，合作社还与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合作培育了适合南北方口感的
早熟甜山楂。“合作社坚持以‘品种、品质、品牌、平台’为发展
思路，努力将‘农产品’提升为‘商品果’，进而升级为‘礼品果’

‘功能果’‘保健果’。”杨云山信心满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莹

近年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纸坊村坚持党建引
领，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成立了庆阳昌农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化发展瓜菜产业。今年合作社共种
植麒麟西瓜、甜瓜、甘蓝等特色瓜菜600多亩，带动周边近200
多名群众就业，预计年总产值超过70万元。图为村民在瓜菜
基地采摘甘蓝。 盘小美 摄

四川阆中市
千亩柠檬果飘香

进入10月下旬，四川省阆中市老观镇的1500多亩柠檬就
陆续进入采摘期。走进老观镇岳林垭村柠檬产业园，只见绿
油油的枝条上硕果累累，60余名农民背着背篓、手持剪刀穿梭
其中。采摘、称秤、装车，忙得不亦乐乎。柠檬专业合作社管
理人员手持喇叭，在果园里一边指导农民采摘成熟柠檬，一边
讲解采摘技术要点。

村民李太元是采摘队伍中的一员，他熟练地拨开绿叶，看
准目标后，左手握住红色果袋包裹的果实，右手持剪刀，只听

“咔嚓”一声，柠檬已落入手中，动作麻利熟练。“采摘满一背篓
30多斤，背起来不是太重，动起来身体也暖和。我们实行计件
制，采得多收入就多，我们两口子一天下来有200多元收入。”
李太元嘴上说着话，手里活却不停。

柠檬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何开航介绍，从10月20日开始
采摘第一批柠檬，采摘人员主要来自本地村民，平均每天有70
余人，每年仅村民入园务工工资就有100余万元。

老观镇以岳林垭村为中心，采取“支部+农户”“合作社+
农户”模式，大力发展柠檬产业，建成覆盖岳林垭村、天回山
村、卧龙山村，长达10公里的环形产业带，让“酸柠檬”成为当
地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张晓东 杨志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莹

“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江南鱼米乡。”在西
北黄土高原茫茫的金色海洋中，一个绿洲奇迹
般出现，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这就是富饶美
丽的塞上江南宁夏。这里，一半沙漠，一半绿
洲，不仅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风
光，也有碧波荡漾，鸟栖鱼跃的江南风情。

如何描述这里的富饶呢？“年种年收，水浇
田，金川，银川，米粮川。”怎样从土地获取更高
的收益，让小农户更好地搭上现代农业的快
车？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去看看当地农业生
产托管的情况。

托管有特色——
因地制宜 种养兼备

“去年，我们主动与青铜峡市甘城子地区葡
萄种植主体对接，探索葡萄生产关键环节托管
服务，投入各类农机具 26 台（套），托管服务面
积8705.5亩。”青铜峡市益新农机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芳介绍，葡萄生产机械作业技术尚不
完善，还没有成熟机型，针对这些问题，技术人
员不断分析现有种植模式和关键环节，积极开
展田间试验。

结合地域种植特点，公司引进先进适用的
葡萄作业新机械，并反复进行实地研究和机械
性能改进。如今，葡萄关键环节机械化水平达
到 85%，同时成功总结提炼出适应宁夏贺兰山
地区的葡萄生产环节机械化技术和机型，并在
此基础上积极开展生产托管服务。

“葡萄机械作业大多在粮食作业休眠期，尤
其是大面积葡萄埋藤作业集中在11月中下旬，
多数农机具已‘刀枪入库’。”王芳说，通过葡萄
埋藤可延长机具作业30天左右，单机增加作业
收入1.4万元以上。如此一来，葡萄关键环节的
用工矛盾得以有效缓解，“亩均节省劳动力 3
个，每亩节约人工费用302元。”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生产
托管进一步推动了葡萄这个紫色产业的专业化、
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进程，有效提高了酿酒
葡萄的品质和产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不仅是种植，生产托管服务在养殖领域也
初露锋芒。“近期，我们结合中部干旱带实际，从
种植业向畜牧养殖业延伸，制定《中部干旱区肉
牛和肉羊产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探索开展畜牧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开展饲草料
加工配送、标准化养殖、电商销售等专业化、规

模化生产性服务。”宁夏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站
长贺学斌介绍。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服务模式，
与大型养殖场签订饲草配送合同，根据养殖规
模订单储备饲草，再与种植户签订饲草种植合
同，实现了耕种、收获、饲草料配送、青贮腌制、
封窖‘一条龙’服务。”宁夏润海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卢彦飞说。

“今年针对我区实际，成立了由多个单位组成
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专家服务组，联合开展
了葡萄、苹果和蔬菜防冻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在
3个县（区）完成特色作物防冻服务6.6万亩次。”贺
学斌介绍，“试点地区葡萄亩均增产150斤，节本
增效650元；苹果亩均增产350斤，节本增效700
元；蔬菜较往年提前上市15天左右，比正常上市
售价每公斤高0.4元，亩均增收1600元。”

服务有规范——
村社融合 流程细化

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
优势，将其纳入生产托管的链条，既能更有效推进
托管工作顺利开展，又可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在青铜峡市，三种村社融合模式交替“上场”。

“股份式融合、联合式融合、订单式融合，这
是我们现阶段探索的三种模式。”青铜峡市农经
站副站长王立锋介绍，所谓股份式融合即“村集
体+基地+农户”服务模式，具体是指农户自愿

将土地经营权、装备等作价入股，由村集体统一
经营，农户以股东和员工两种身份全程参与生
产，村集体协调托管服务主体提供质优价廉的
服务，收益最终由农户、村集体、服务主体以一
定比例进行分配。“农户一块地能有股权利益、
分红、打工三方面的收入。”

联合式融合是“村集体+服务主体+基地+
农户”服务模式，由村集体将农户土地集中起
来，委托服务主体开展作业。“瞿靖镇的银光村、
时坊村、友谊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
社，将2360亩土地托管给青铜峡市万事顺种植
家庭农场等服务组织，每亩地保底收益400元，
当年村集体经济收益就增加了94.4万元。”订单
式融合是“村集体+企业+服务主体+基地+农
户”服务模式，村集体集中农户土地建立示范基
地，与企业签订订单协议，企业根据需求，委托
服务主体开展相关农事活动，最终实现村集体、
企业、农户和服务主体四方共赢。

“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份合同约束到底、一项
技术标准执行到底”，青铜峡市金土地农作物专业
合作社的这种“三到底”服务通过作业前集体协
商、作业过程公开透明、收益分配自主抉择生产托
管模式，让农户切身感受到了生产托管的优势，增
强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一接
受生产托管服务较单独耕种亩均生产成本降低约
100元，纯收入可达1100余元，小农户真正实现了

‘坐在家里种田’。”合作社负责人史兴安说。

“围绕全村 1 万亩灌区耕地为中心，实现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一点，农户收入增长一
点，开展托管服务。”这就是盐池县郭记沟农
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旭照所说的“一个
中心，两个增长点”。“今年我们采取‘村委会+
合作社+农户’的管理模式，由村委会协调将
全村闲置农机具纳入合作社，合作社集中培训
机手上岗，合作社与农户双向选择分配方式，
签订服务合同。”

方法有创新——
平台监管 数字说话

农业生产作业范围广、环节多、监督难，人
工信息采集难度大，针对这些难题，吴忠市利通
区引入第三方建设服务监管平台，引导服务主
体安装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的监测设
备，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推动生产托管服务管理
规范化建设。

“通过为农机安装北斗监测终端设备，实时采
集作业数据，同步传输到平台进行数据分析、整
理与输出，及时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准确提
供必要的作业影像资料。”宁夏吉峰农机服务有
限公司技术员马鹏介绍，有了服务监管平台，可
以真正做到“轻松管、自动算、方便查”，大大提高
了信息化管理水平，有效推动了生产托管服务。

中卫市沙坡头区位于宁夏中西部，今年共签
订托管合同4481份，托管服务作业面积52.06万
亩次，其中玉米41.36万亩次、水稻3.42万亩次、黑
小麦4.52万亩次、设施蔬菜0.73万亩次、露地蔬菜
2.03万亩次；耕、种、防、收环节分别作业29.58万
亩次、7.02万亩次、10.26万亩次、5.2万亩次。

这些亮眼的数字离不开沙坡头区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平台的助力。“服务组织在线申报托
管服务，线上展示服务能力、服务环节、服务标
准。”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赵峰说，以服务
组织为单位，平台还建立起农机手、农机具的标
准化数据库，通过数据分析，对服务组织的服务
能力、服务质量进行在线核查和透明化监督。

“农户可以根据服务组织展示的各类信息，结合
自身种植作物需求，自主选择服务组织。”

不仅如此，农户足不出户即可通过手机在
线完成托管订单。“平台自动汇集耕、种、防、收
全环节的作业轨迹信息、作业面积信息、作业过
程照片等，建立线上作业信息数据库，还可去除
道路轨迹计算有效面积，实时在线还原真实的
托管场景、真实的作业过程，并支持农户在线评
价服务质量。”赵峰说。

塞上江南的托管实践
——宁夏农业社会化服务让土地产出更高收益

□□ 安平

前段时间，鲁西北阴雨连连，这让好多人犯了愁。可
山东省宁津县时集镇村民却不担心小麦种不上，反而成
了“甩手掌柜”各忙各的事。“生产托管服务让村民省心又
省力，地头等丰收，还有分红。”时集镇益仓村党支部书记
王玉池自豪地说。

今年初，宁津县以提升生产托管服务水平为着力点和
突破口，通过强化与供销社系统的战略合作，积极推广“土
地股份合作+全程生产托管服务”模式。借力村庄融合发
展，以益仓村、仝付村及虎西村为试点，率先对接山东省供
销社，入股土地1200余亩，有效解决了村民“打工顾不上种
地、种地耽误挣钱”和“新生代农民不愿意种地”的难题。

在此基础上，依托益仓村为民服务中心，深化与山东
省供销社直属鲁供集团合作，投资3000万元打造鲁供现
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购置智能配肥机、玉米联合收割
机、农药喷防无人机设备等机械共100余台（套），建设培
肥车间、粮食仓库、农机存放仓库等共计5000平方米，切
实做到全程托管。与此同时，还聘请了5名专家，培育了
130余名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预计
到年底托管服务超过 3000亩，覆盖周边 25个村庄，届时
村集体还能增收70万元以上。

如今在宁津县，有4个乡镇开展粮食作物全程托管，
耕地面积近2万亩。越来越多的农户看到生产托管服务
的好处，传统农业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方向
稳步前进。

今年以来，湖南
省怀化市通道侗族
自治县坪坦乡岭南
村通过菊花、油茶、
绿茶等特色产业种
植，采取“党组织+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
将原有零星土地进
行整合规划，延伸产
业链条，促进村民持
续增收。图为在菊
花种植基地，村民穿
梭于盛开的菊花丛
中采摘菊花。
刘强 潘启娟 摄

山
东
宁
津
县

粮
食
作
物
全
程
托
管
稳
步
推
进

湖南通道县：特色产业促进村民持续增收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召开的农业生产托管项目推进现场会。 资料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莹

在河南省遂平县，隶属河南农有王农业装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有王”）的农吉农业
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正式成立。“公司以农业生
产服务为主要业务，以‘公司+县级分公司+农机合
作社+机手’为基本模式，以新装备新技术应用、高
素质专业队伍、标准化作业服务为基本保障，在河
南、湖北、安徽等13个省份开展多环节专业化托管
服务。”总经理王江涛介绍。

品牌有优势，服务模式网络化

“依托‘农有王’已有的销售和服务体系，将公
司、县级分公司、农机合作社和机手有机联系起来，
就能形成完善的服务网络。这样一来，开展大面

积、跨区域作业，统一调配农资、农机和农机手就不
是难事了。”王江涛说，“农有王”是有30多年历史
的老农机品牌，主要生产销售播种、收获等农机具，
在河南及周边地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声誉。

服务模式有了，具体如何运转呢？“服务公司负
责全面运营及资源整合，县级分公司负责培育本区
域乡镇农机合作社、组建作业服务队、协调开展耕
种防收全程托管服务，农机合作社和机手根据作业
调配任务负责本区域内生产服务。”王江涛认真介
绍，密集的服务网络、灵活的服务形式、多样的服务
内容，满足了不同生产主体的服务需求。

目前，公司已在豫皖两省设立县级分公司19
家，加盟农机合作社67家，拥有1504马力以上拖拉
机1560台，各类植保机械、收获机械1350台，各类
机手3000多人，作业范围遍及13个省份，年作业面

积达1100万亩次以上，年服务收入超过3亿元。

技术有优势，服务作业标准化

在农吉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农机作业服务队
被细分为耕整、种植、植保、收获 4 大类 11 小类。
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是标准化作业，“针对各地不
同农作物的种植特点，采取不同作业方式。”技术
人员说，公司积极推广各种高产播种模式，实现
增产10%-15%。

秸秆离田、深翻、旋耕、垄上播种，公司在正
阳县探索的这一整套耕作模式被河南省农科院
确定为花生高产栽培技术“四改”之一，并进行广
泛推广应用，效果好，收益佳。

“集中采购农资，成本可以降低 10%以上；有
了 新 型 机 械 设 备 的 加 持 ，作 业 成 本 降 低

10%-15%，全程托管服务亩均节本增效超过 200
元。”王江涛算了一笔账，通过订单收购，粮食售
价每斤高于市场价格 0.03元-0.05元。“村集体经
济组织也通过参与组织农业生产托管获得了一
定收入，全程托管每亩可提取服务费 5元-10元，
部分村集体年收入可达5万元以上。”

人才有优势，服务队伍专业化

“坚持把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服务队伍作为提
高服务质量的根本。”王江涛说，公司严把农机手
入口关，在农机手加入农机合作社时做到“一训、
二带、三管”，即必须接受公司组织的培训并取得
结业证书，必须经过老农机手一对一帮带，必须
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

与此同时，所有作业车辆必须统一安装队旗队
标，开展服务必须统一签订作业合同、统一质量标
准、统一作业价格、统一售后维修、统一作业调度。

有了专业的生产托管服务，生产成本降低，
生产收益增加，一些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更有底气和信心，纷纷扩大粮
食种植面积。

养殖灰天鹅 致富不是梦

走进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下谢村的红又红家庭农场，
只见到处都是肥大的灰天鹅，有的在吃青草，有的在追逐，有
的在水池里游泳。“今年我养的灰天鹅已经卖了 2 批，共 6000
多只，收入100多万元。”农场负责人罗林伟说。

今年 40 岁的罗林伟是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村人，2014 年，
在广东省灰天鹅养殖场参观考察后，决定回乡养殖灰天鹅。
他承包了下谢村 40 多亩场地，经过两个多月的改造，共投资
了 30 多万元，建成灰天鹅养殖基地，并成立三门县红又红家
庭农场。之后，罗林伟投资6万多元，从河北引进2000多只灰
天鹅苗种开始养殖，并雇来2个养殖管理人员。从此，罗林伟
走上灰天鹅养殖之路，被人称为“天鹅湖畔追梦人”。

罗林伟没有养过灰天鹅，引进苗种后，他一心扑在养殖
上，整天在基地里劳作。可是养了 20 多天，1500 多只灰天鹅
先后死了，只剩500多只。罗林伟向畜牧专家咨询，才知道小
鹅很怕冷，冬天会感冒，不及时治疗就要死亡，所以要做好防
冷保暖工作。

遭受8万多元的损失，罗林伟没有灰心丧气，马上又投资
了10多万元，从河北引进了3000多只灰天鹅苗种继续养殖。

为提高小鹅成活率，罗林伟在大棚里建起网床，将购买的
小天鹅养在网床上，一个月后再养到温室大棚里。“这样小天
鹅就不会因潮湿寒冷而感冒，粪便从网孔掉下去又能保持其
生活环境的清洁卫生，减少发病率。”罗林伟说。

“灰天鹅的病主要有感冒、痛风、浆膜炎等，平时要勤观
察，做好预防。”罗林伟的养殖经验越来越丰富，经过4个多月
的精心养殖和辛勤管理，第一批 3500多只灰天鹅于 2015年 5
月出售，当年他的收入就达70多万元。

精心管理出效益，科学养殖提质量。为了满足客商的需
求，2016年后，罗林伟还对灰天鹅实行“卖一批引进一批”的循
环养殖。如今，农场一年养殖 3批灰天鹅，共约 9000只，收入
可达 180 多万元。罗林伟养殖灰天鹅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朱曙光

河南省农吉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专业化服务拓展到13个省份
甘肃庆阳市西峰区
瓜菜产业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