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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里的吉林省梨树县，玉
米地一望无际、绿浪翻滚。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考察时，来到位于梨树县
康平街道八里庙村的卢伟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家合作社成立后，通过土
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
经营，一台台大型机械轰隆隆开
上了广袤的田野，农业生产效率
大幅提高，农民收益大幅增加，
劳动强度却大幅降低。

“入社以后，大家感觉怎么
样？”在合作社场院里，总书记开
了个现场调研会。

“非常好！”社员们你一言我
一语，纷纷列举入社后的实惠：

“把地交给合作社放心，比
我们个人种得好”“一年分红
8000 多元，逢年过节合作社还
给大家分豆油白面发福利”“我
在合作社当农机手，每月领固定
工资”“我得空在家里种种菜，还
能去市场上换个零花钱”“我平
时在外打工搞室内装修，一年收
入 4万多”……

“厉害啊！土地流转了，大
家腾出手来了，可以在合作社工
作，也可以搞些副业，多渠道增
加收入。你们的探索很有意义，
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合作社
发展道路，农业科技水平、农民
科技素质和农业生产效益都有
了很大提高。”总书记十分高兴。

总书记说：“农业合作社的
道路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
在奔向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合
作社是市场条件下农民自愿的
组织形式，也是高效率、高效益
的组织形式。国家会继续支持
你们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同
时要鼓励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发
展合作社，探索更多专业合作社
发展的路子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
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加大对
运行规范的农民合作社扶持
力度。

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从 2011年成立至今，社员已从 6
户发展到 180 户，农机具从 1 台
套发展到 60 台套，土地经营面
积从百亩扩大到上万亩；2020
年 11 月，入选农业农村部推介
的第二批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
案例。

如何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引
领带动更多农民走上致富路？
怎样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走好农业农村现代
化之路？ 10 年来，卢伟农机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黑土地上不懈
耕耘探索。

小地块连成了片，土地经营
规模化

当外出打工与种地不能兼顾时，八里庙村村民

王晓鹏选择了“带地入社”，将自家承包的 13.5亩耕地

入股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离乡不丢地，不种有

收益。这不，去年收成不错，我家分红 1.3万元。”

王晓鹏 15 年前到县城打工，在一家单位干物

业，地里的活则交给妻子于绍云打理。平时妻子一

个人尚能应付，可到了抢种抢收时节，王晓鹏还得回

家帮忙。

“过去，一到农忙就左右为难。请假，影响绩效

奖金；不请假，会耽误农时。”王晓鹏说，不少村民都

有过这样的烦恼。

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八里庙村距县城不到 5 公里，

许多村民选择进城务工。全村 3000 余人，常年外出

务工的近千人，就近转移就业的 800 余人。两边跑、

两头顾，成了一些村民的生产生活常态。

“有需求，就有商机。”2011 年，跑过运输、见多识

广的村民卢伟发起成立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出托

管代种服务。

“耕地、播种、植保、收割……合作社全部代劳。”

带地入社后，王晓鹏再没因农忙请过假，最近几年连

续拿到单位的全勤奖。妻子也腾出手来，在自家小

院养了 20 只鸡、30 只鹅。

“农民外出打工，合作社为农民打工。”目前卢伟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由组建之初的 6 户社员发展

到 180 户，辐射带动 600 多户，耕地经营面积 1 万余

亩，约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九成。

合作社的利润从何来？面对记者提问，卢伟答

得干脆：“向土地规模化经营要效益。”

八里庙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3 亩，仅

为全县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1/3 左右。卢伟回忆，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村里将耕地按照“肥瘦

搭配”方式分给农户。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不断

发展，家庭承包地零散细碎的问题日益凸显。

“各家各户耕地东一溜、西一条，小农机在地里

调转方向都得小心翼翼，更别提大农机进场作业。”

王晓鹏说。

如何破解农业“小散弱”瓶颈？梨树县有关部门

深入调研，提出向规模要效益的解题思路。 2011
年，梨树县提出在全县建立 300 个村级科技展示田，

鼓励合作社和种粮大户发展规模化经营。此后，又

出台农业规模化经营实施细则等配套文件，对连片

规模达 300 亩的地块给予补贴。至 2013 年，全县规

模经营地块达 232 个，总面积 17 万亩。据测算，相比

传统垄作，规模经营地块亩均增产 10%以上。

借着政策东风，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着手将

村里分散的“补丁地”聚成“整块田”。为满足村民的不

同需求，合作社探索出了带地入社、土地租赁、土地托管

3种合作经营模式。目前，合作社经营的耕地中，以土地

入股、收益共享、风险共担为主要形态的带地入社模式

为 3150亩，约占 30%；以土地流转为主要形态的土地租

赁模式为 1800亩，约占 17%；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主要

形态的土地托管模式为 5700亩，约占 53%。

“一家一户的分散自耕变为规模化经营，给大农

机进场创造了条件，既为农田增效，也为农民增收。”

卢伟介绍，近年来，八里庙村入社农户土地纯收入比

未入社农户增收 20%左右。参与合作经营的农民可

专心外出务工，年人均劳务收入 2 万元以上。

大田里开进大农机，生产作
业机械化

伴随螺旋翼的轰鸣声，植保无人机疾速掠过田

野，强劲的下压风拨开层层绿浪，雾化液直抵玉米根

部。仅一个多小时，无人机就完成了百亩耕地的植

保作业。眼下正值农忙时节，八里庙村的田野上却

不见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过去顶着烈日喷药的村

民们，如今三三两两围坐在树荫下当起了“监工”。

步入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院，一排排现代

化的农机具引人注目。“这是玉米联合收割机，能一次

性完成玉米摘穗、剥皮、收集装车；这是植保机，可用来

除草和田间防虫；这台是打包机，可以一次性捡拾秸

秆，打碎、除尘、打包……”卢伟逐一介绍，如数家珍。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如今都成了种田的好帮

手，我们穿着皮鞋就能把田种了。”卢伟黑红的脸膛

上透着自豪。

上世纪 90 年代末，八里庙村 12 马力的小拖拉机

屈指可数，村民们得排队使用。卢伟咬咬牙，拿出家

里的 3000 元积蓄，又借了 2 万多元，买了辆 25 马力

的大拖拉机。秋收时，他开着拖拉机收完自家庄稼，

又帮村民收割，白天忙着干活，晚上睡在车里。

“ 一 个 秋 天 收 了 3900 多 亩 地 ，每 亩 工 钱 近 10
元。”卢伟一算账，不仅本钱回来了，还赚了几千元。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历，合作社成立之初，卢伟就

带领社员投资 30 余万元购买了 3 台大农机。但因前

期投入较大，资金回笼较慢，合作社资金一度短缺。

正当卢伟四处筹措时，国家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解

了燃眉之急。2016 年，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入

选“吉林省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建

设对象，当年新购置了 30 多台农机，享受到 150 万元

政策补贴。

如今，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类农机具已

从最初的 1台套发展到 60台套，其中 100马力以上的大

型农机具 20台套，覆盖耕、种、防、收各个环节，有效降

低人工劳动强度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农机专业人才。

针对玉米生产的关键环节和农机化薄弱环节，

梨树县近年来加强对农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

作人员的培训。去年，梨树县举办了 8 期农机驾驶

员培训班，培训农机驾驶操作人员 1200 多人。北夏

家村的倪鹏参加培训并考试合格获得驾驶证，被卢

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聘为农机手，“挣的不比在外

打工少，还能就近照顾家”。

“一份土地流转租金，一份劳务工资收入，合作社

让不少农民挣了双份钱，我们的干劲更足了。”倪鹏的

家紧挨着八里庙村，家里 15 亩地入股合作社，每年分

红上万元。在八里庙及周边村，不少村民像倪鹏一样，

既把土地入股或流转给合作社，同时又在合作社务工。

近年来，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了免耕

播种机等先进设备，农机具实现了由小型到大型、由

低端到高端、由单功能向多功能的转型升级。打开

手机，指尖轻触，卢伟调出了一幅今年春耕时的农机

作业轨迹图。“有了这张图，待到秋收时节，农机就能

按照春耕时的轨迹收割玉米了。”在合作社驻点开展

科研的中国农业大学科研人员还为农机安装了无人

驾驶系统，具有精准播种、自动收割等多项功能，实

现了从种到收的远程遥控。

手机成了新农具，“指尖种地”成为可能。借助

卫星定位系统，大农机干起了“绣花活”，可将垄距控

制得分毫不差，一垄苗种下去，如同尺子画线一样笔

直，农机作业标准化水平显著提高。

从会种地走向“智慧种地”，
生产方式科技化

黑土地上，一人多高的玉米绿叶舒展，一排排整

齐挺立着。这里是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玉米秸

秆全覆盖免耕栽培示范田。

“我们的示范田不怕旱。”卢伟说着便蹲下身子，伸

手去挖秸秆根下的泥土，一扒一抠再一攥，一抔掺杂着

细碎秸秆的黑土便握成了团儿，“瞧，这土里有湿气。”再

往深里抠，一条蚯蚓扭动着身子钻出土层。

2018 年的那次严重春旱，卢伟记忆犹新，“不少

耕地都受了灾，只见干土不见苗”。但在合作社的示

范田里，一簇簇玉米苗破土而出，“这都是秸秆覆盖

还田技术的功劳啊。”卢伟感叹道。

梨树县是典型的雨养农业区，“十年九春旱”，加

之长期使用化肥农药，耕作层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下

降，曾经“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的肥沃

土地，黑土层变薄了。

如何防治黑土地退化？梨树县从科研院所引进

了玉米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即在收割机收获

玉米的同时，把半粉碎后的秸秆留在原地，为黑土地

盖上一条“棉被”。随后，秸秆集行机清理出次年的

播种条带，随着玉米的成长成熟，腐烂的秸秆逐渐转

化成有机质，融入黑土地。

2012 年 秋 ，在 梨 树 县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总 站 指 导

下，卢伟率先参与免耕栽培技术示范，但社员们的积

极性不高。

“老一辈庄稼人告诉我们种地要勤快，田里不能

有一个草刺儿，这不收秸秆的新技术能行吗？”面对

社员们的疑惑，卢伟拿自家的地作示范，年底上秤算

账，产量一点儿没少，还节约了收割秸秆的成本。社

员们纷纷跟进。

新技术不仅降本增效，还提高了减灾能力。去

年 8 月底 9 月初，台风“巴威”“美莎克”“海神”相继过

境吉林省，一些农田出现内涝，农作物倒伏严重。卢

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

术种植的玉米却几乎没受影响。社员们惊喜地刨出

一株玉米，根系竟达 1 米多长，相较于土层板结情况

下仅 20 厘米左右的根系，抗倒伏能力明显增强。

“眼见为实，群众对新技术的接受意愿显著提

高。”在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看来，

正是有了合作社的引领示范，新技术才得以在全县

加快推广。秸秆覆盖还田后，水土保住了，地力上来

了，化肥减施了，亩均增收 150 元，还有力推动了黑

土地保护。据连续多年测定，采用秸秆全覆盖免耕

栽培技术种植的田地，土壤含水量增加 20%至 40%，

表层零至 2 厘米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 40%。

地力恢复了，一度难得一见的蚯蚓越来越多。

此前，大量使用化肥导致地力透支、土壤板结，蚯蚓

失去了生存空间。采用秸秆还田技术后，水土条件

持续改善。据初步测算，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耕种的土地每平方米的蚯蚓数量在 120 条左右，是

常规垄作的 6 倍。大量蚯蚓活动增加了土壤孔隙

度，适宜玉米根系生长。

为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各项配套政策持续跟进。今年 7 月，中国农业银行

吉林省分行为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放 185 万

元“黑土粮仓贷”贷款，保障合作社扩大保护性耕作

模式的资金需求。

从会种地到“智慧种地”，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主动对接科研院所，着力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合作社与中国农业大学、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开展了 8 项玉米田间

试验示范项目，并设立了供科研人员工作生活的科技

小院。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营养学专业研究生沙野

已扎根梨树 5 年，从硕士生读到了博士生，其间带动

合作社社员减肥增效，把论文写在了黑土地上。

如今，像沙野这样常年驻守梨树县的科研人员

达 130 余人，其中包括 88 位农学博士。在科研人员

的技术指导下，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功推广

应用了测土配方施肥、深松整地、绿色防控等一系列

粮食增产增收技术，玉米亩均产量达 1500 斤以上，

比常规种植方式增产近 150 斤。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生产
经营集约化

“合作社要当好田保姆、田管家，就要解决小农

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把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

的发展轨道中。”卢伟说，去年 9 月受台风影响，强

降雨频发，为了不让农户收获的玉米受损，合作社

的烘干机昼夜不停运转。

“一台烘干机少说也要几十万元，但一年只用一

两个月，小农户买了不划算。”卢伟说，过去，很多农

户在公路上摊晒玉米，安全隐患大，晒出来的粮食品

质也参差不齐。为此，合作社投资 40 万元建起一条

专业烘干线，日处理能力 200 吨，可为周边 5 个村庄

提供烘干服务。

“农业生产可以细分为 10 多个环节，涉及多种

农机，不可能家家户户都置办。”卢伟说，梨树县今年

推出 14 个“现代农业生产单元”，以 4500 亩土地相对

集中连片为一个实施单元，精确配置农资、农机、资

金和作业人员。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入了试

点，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集约化水平。

“立足生产环节，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卢伟介

绍，合作社服务拓展到了产前的农资供应和产后的

加工流通，目前已形成集农资供应、种植管理、植保

服务、农机作业、烘干收储于一体的“五统一”服务模

式。凭着集约化经营的议价优势，今年合作社采购

化肥 500 余吨，每吨比市场价优惠 300 元左右，仅此

一项就降低成本 15 万余元。

“立足特色资源，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随卢伟步

入合作社的产品展示厅，包装精美的小米、荞麦、玉

米等商品琳琅满目。前些年，合作社靠着农闲时磨

面、榨油、加工杂粮增收。近年来，小作坊发展成为

加工厂，合作社注册了“梨树卢伟”商标，产品拓展到

面粉、玉米饮品、大豆油等多个品类，探索生产、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增值模式。

不久前，合作社从海南引进花青素玉米，加工成

玉米面后，售价是普通玉米的几倍。今年，合作社启

动建设占地面积 6400 平方米的绿色富硒农产品加

工厂，每年可加工绿色富硒水稻 7500 吨、富硒花青

素玉米系列产品 3000 吨、富硒冰小麦粉 2000 吨，年

产值 2000 多万元。

“立足乡村振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顺着

卢伟手指的方向望去，合作社大院西侧空地上即将建

设一座休闲垂钓园。这里原是一处水坑，在吉林省生

态环境厅的支持下，规划了一座面积 5400平方米的氧

化塘，实现八里庙村生活污水净化处理。合作社还将

在附近 3000 平方米区域内种植荷花、芦苇等植物，配

套建设垂钓等休闲娱乐设施，着力打造观光农业。

“服务范围扩大，管理更得跟上。”卢伟从书架上

取下两本已翻得页面发卷的小册子递给记者，这是

《梨树县关于引导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意见》和《梨

树县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评定及监测暂

行办法》。随手翻开一页，密密麻麻满是笔记。

“立足制度建设，向管理规范要质量，向精细达

标要效率。”卢伟说，合作社正以财务管理为抓手，规

范社务管理、经营管理等相关制度，为长远健康发展

立规矩，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

今年 3 月，吉林省出台促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明确未来 5 年全省农民合作社基本实

现管理制度健全，组织运行规范，财务社务管理透

明，服务能力和带动效应增强，小农户参与度明显提

升；全省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力争达到 7000
家以上，占总数的 10%左右。

图①：吉林省梨树县绿野广袤。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图②：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沙野在梨树县

的“科技小院”试验田内查看玉米长势。

图③：梨树县农民驾驶免耕播种机播种玉米。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本版责编：孔祥武 杨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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