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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连片，大农机作
业，提升粮食综合产能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新兴镇安乐

村，民富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地块里，玉米已

齐腰高，高架车正在喷施矮壮素。“建立新型经

营 体 系 后 ，土 地 连 片 ，先 进 大 农 机 能 大 显 身

手。今年我们采用了气吸式精密播种、深松

地、侧施肥等先进技术，双垄密植玉米长势非

常好，亩产有望突破 1 吨。”合作社监事长李彦

杰告诉记者。

隔着机耕路，是安乐村村民秦凤强采用传

统单垄单行技术种植的玉米。李彦杰介绍：

“秦凤强今年还没加入新型经营体系，你看他

的地里出苗稀疏不匀，苗高只过膝盖。”

李彦杰所说的新型经营体系，是依安县

去 年 开 始 探 索 的“ 党 建 +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 五 统 一 ”的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体 系 ，引 导 农

户 以 承 包 地 、村 集 体 以 集 体 耕 地 入 股 ，组 建

股 份 制 专 业 合 作 社 ，按 股 分 红 ，加 快 推 进 良

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集成应用，

深挖黑土地增产增收潜力，用规模经营提升

农业竞争力。

依安县耕地面积 426.7 万亩，农民人均 8
亩地，连续 14 年跻身全国产粮大县。近年来，

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等

原因，一些土地通过流转向大户集中。

依安县委书记王柱介绍，2022 年县里每

亩土地流转费为 600—700 元，种植玉米、大豆

等粮食作物，加上各类政策性补贴，亩均实际

收益为 1000—1200 元。

如何让更多农民取得更足额收益？如何

激发合作社发展活力？

2023 年 以 来 ，依 安 县 聚 焦 解 决“ 谁 来 种

地、如何种好地”等问题，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为目标，以提升粮食综合产能为核心，以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为抓手，合作社采取平台赋

能、农业生产、资金监管、产品销售、收益分配

“五统一”的运营模式，点燃了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的“新引擎”。

经过去年一个生产周期，新型经营体系由

去年的 56 个合作社参与、整合 18.2 万亩土地，

增加到今年的 193 个合作社参与、整合土地

97.9 万亩，吸纳近 2.6 万农户。

规模经营、科技赋能，
农户和村集体双增收

“同一地块，收入大幅增加，积极性能不高

吗？”上游乡建明村村民谷永庆现身说法：他家

46 亩地，以前每亩 600 元流转给大户种籽食玉

米，去年他拿出 10 亩入股村里的合作社种鲜

食玉米，秋后分红 1.8 万元。今年他把 46 亩地

全部入社，种植鲜食玉米，每亩效益有望超过

去年。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多方面优势，给

农户和村集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依安

县委副书记、县长马福明说。

种植成本降低。新发乡党委书记张晶淼

给记者算了笔账：合作社统一在为农服务中心

的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上购买生产

资料，量大价低，每亩可节省 20 元左右。综合

平台统筹安排大机械连片就地就近作业，作业

费用每亩降低 20 元左右。金融机构以合作社

为主体开发“种植 e 贷”，年利率降至 3.9%。综

合算下来，合作社的种植成本比散户每亩可省

近 50 元。

粮食增产。依安县农经总站副站长刘淑

华介绍，县里强化对新型经营体系的科技支

撑，推进“五良”集成应用，组建了农机手等 7
支人才队伍和首席、区域、本土 3 支农技专家

队伍，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和社会化服务。全面

推广大垄双行密植技术，去年玉米和大豆分别

亩均增产 281 斤和 70.4 斤。去年全县粮食产

量 25.42 亿斤，增产 3.6%，增幅高于全省 3.3 个

百分点。

农户增收。“省心又增收，我家不会返贫

了。”去年，红星乡红星村脱贫户李文山把家里

的 11 亩地入股合作社，秋后分红 1.5 万元，比

流转给大户多挣了 6000 元。

红星村党支部书记朱晓伟介绍，村里的

21 户 脱 贫 户 都 通 过 带 地 入 社 实 现 了 大 幅 增

收，脱贫稳稳的。马福明介绍，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建设优先吸纳脱贫户，全县入社脱贫户人

均增收 4000 元以上，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巩

固拓展。加入新型经营体系的农民，入股合作

社挣分红，去年亩均收入比过去挣流转费高出

417 元，同时通过发展庭院经济、特色产业、就

近务工等多种方式二次增收。

依安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曲喜民介绍，

为促进入社农户稳定增收，县里细化梳理风险

点，建立了网格化管理等 30 项制度规避风险，

入社地块全部投保了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险

等高保障险种。

集体经济稳步增长。依安县各村都有机

动地，全县规模在 40 万亩左右，以往多是通过

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平台发包，每亩流转费约

600 元。村集体机动耕地入股合作社后，按股

分红，亩均增收 500 元以上。“去年村里机动耕

地收入增加了 53 万多元，更有底气为乡亲们

多办民生实事。”中心镇兴胜村党支部书记王

春飞说。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
基地、大企业、大产业

新型经营体系如何助推现代化大农业发

展？如何进一步强县富民？

新型经营体系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经

营优势逐步显现，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

地、大企业、大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订 单 农 业 火 起 来 。“ 要 想 有 更 高 更 稳 定

的收入，订单种植是条好路子。今年合作社

和 依 安 东 方 瑞 雪 糖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签 订 了

1190 亩 甜 菜 种 植 订 单 ，每 吨 价 格 从 去 年 的

520 元 涨 到 550 元 ，增 收 心 里 有 底 。”三 兴 镇

保 国 村 隆 鼎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社 员 杨 彩

斌说。

“订单合作拓展了原料供应，公司发展更

有后劲。”依安东方瑞雪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李启源告诉记者，去年公司与依安县各

合作社签订了 2.6 万亩甜菜种植订单，今年增

加到 11 万亩，公司产糖量能增加 2 倍多。

今年，全县已有 150 个农民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与 18 家企业签订鲜食玉米、马铃薯、大豆

等作物长期订单 24.86 万亩。

特色产业集群扩容升级。新型经营体系

通过订单等方式，实现了“企业要什么就种什

么，要多少就种多少”，激发了东方瑞雪糖业、

汇利薯业等老企业的发展活力，促进了北纬四

十七绿色有机食品有限公司、黑龙江国牛牧业

有限公司等新企业加速发展，加快 20 万吨植

脂末、鹅产业一体化等 16 个现代化大项目落

地，有力助推全县鲜食玉米、高端肉牛、大鹅等

特色产业集群扩容升级。

依安县在发展特色产业上持续加力，庭院

经济蔚然成风，农产品加工方兴未艾。

庭 院 经 济 让 农 民 挣 得 多 、市 民 吃 得 好 。

依 安 县 依 托 产 业 学 院 、职 教 中 心 等 载 体 ，努

力 将 新 型 经 营 体 系 建 设 释 放 的 富 余 劳 动 力

培 育 成 高 素 质 农 民 ，大 力 发 展 蔬 菜 种 植 、大

鹅 养 殖 等 庭 院 经 济 ，发 展 定 制 农 业 、电 商 直

播等新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新兴镇治

家村 149 户农户利用房前屋后的菜园，订单

种 植 有 机 青 刀 豆 、矮 生 油 豆 角 228 亩 ，亩 均

收益达 4000 元左右。新发乡新里村发挥交

通 便 利 优 势 ，发 展 定 制 菜 园 ，供 市 民 和 单 位

认领认购。越来越多的县城居民在微信群、

小程序、直播间订购农民家庭种养的绿色蔬

菜、散养家禽。

农产品加工提升附加值、促进务工增收。

依安县发挥农产品资源和品质优势，促进农产

品就地转化增值，吸纳农民就近务工增收。“村

里建起了大鹅预制菜加工厂，农户养殖一只大

鹅的利润从 30 元增加到 80 元，还安排了 50 人

务工，我们正在配建冷库，今年准备把加工规

模增加到 2 万只。”新发乡利民村党支部书记

李长征介绍。强化“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建设

发展，依安县因地制宜打造出 121 个特色村，

打造村级品牌 37 个，建设 34 个村级加工厂，带

动 1 万余名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结束采访，回望依安，肥沃的黑土地一望

无垠。随着新型经营体系的深入建设，黑土

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潜力有望更加充分

展现。

黑龙江省依安县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顾仲阳

精 准 滴 灌
重 点 地 区 重 点
人群，吸引更多
优 秀 师 资 投 身
乡村教育事业，
让 更 多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城 乡 共
享，为实现农业
农 村 现 代 化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人
才支撑

内蒙古卓资县乡村

学校风景美，教学楼内

实验室、语音室、心理咨

询室齐全；四川大凉山

腹地，幼教点的孩子通

过 4K 超高清电视在线

学习普通话课程；实施

乡村教师特岗计划，教

育人才“组团式”帮扶，

一大批优秀老师奔赴山

乡，用爱心和智慧点亮

万 千 乡 村 孩 子 的 人 生

梦想……近年来，各地

区 各 部 门 着 力 改 善 乡

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

教学质量，提高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注重运用

信 息 化 手 段 获 得 更 多

优质教育资源，乡村教

育短板加快补上。

随 着 我 国 义 务 教

育 实 现 县 域 基 本 均 衡

发展，当前乡村教育的

短板已不是条件短板，

而 是 功 能 短 板 。 毋 庸

讳 言 ，乡 村 学 校 量 大 、

面 广 、点 散 ，整 体 上 优

质教育资源匮乏、师资

力量薄弱。

加快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内在要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优化公共教育

服务供给，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

规模学校。实施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加快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要精准滴灌重点地区

重点人群。教育帮扶政策从设计到落实要更加人性

化、精细化，要加快完善脱贫地区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对农村困难家庭儿童要给予特殊关爱，对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对象子女要重点关注，让每个乡村孩子

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要推进教育关爱制

度化，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精准摸排机制，

加强教育保障和关爱保护，优先保障他们的寄宿、交

通、营养需求，强化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要多

措并举，定向施策，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要把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通过拓展乡村教师补

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推动城市优秀教师

向乡村学校流动等举措，吸引更多优秀师资投身乡

村教育事业。

办好乡村教育，应充分考虑乡村人口流动现实，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因地制宜，科学布

局城乡学校，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

小规模学校，让它们在方便偏远地区学生入学、减轻

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进城乡

学校共同体建设，推进乡村教育新基建，通过云课

堂、远程网络教学等方式，让一块屏幕连城乡，让更

多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

乡村全面振兴，教育要先行。立足乡村教育发

展新阶段，满足广大乡亲对更好教育的新期盼，加快

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定能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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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小龙虾大量上市，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舜昕源食品

有限公司一派繁忙。工人们熟练地将小龙虾去壳、去虾线，然后经

过称重、冷冻、包装等程序，加工出一包包美味的虾仁、虾尾成品。

看着这红火的生产场景，公司负责人冯壮不禁感慨：“龙虾

收购需要大量流动资金，由于回款未能如期到账，之前公司的资

金链出现了缺口。多亏了邮储银行及时给我们发放了 160 万元

贷款，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舜昕源食品有限公司带动周边 112 户小龙虾养殖户增收，

36 岁的侯浩就是其中的一员。养殖小龙虾从养殖塘流转到虾

苗、藕种和饲料购买，每一笔开支都是不小的数目，邮储银行根

据生产需求为养殖户量身定制贷款业务。去年 11 月，侯浩利用

邮储银行微山县支行 50 万元贷款，将养殖规模扩展到 100 亩，引

进精品虾苗，添置了打氧机和投料机，预计今年收入能比去年增

加 8 万元。

为更好助力虾蟹混养、藕虾共作等高效生态养殖富农强

县，邮储银行济宁市分行深入基层，依托移动金融服务船、手

持喇叭进村入户等方式向养殖户推介信贷产品，精准对接贷

款需求。截至 6 月末，该行已累计为全市 750 户养殖户提供授

信金额 2.25 亿元，投放 6.15 亿元专项贷款支持藕虾共作生产

主体。金融“活水”润泽生态渔业，去年微山县发展虾蟹混养、

藕虾共作 16 万亩，产值近 16 亿元，带动万余农户增收致富。

在齐鲁大地，邮储银行山东省分行围绕“小而美、美而优”

的乡村特色产业，针对“缺抵押、少担保”的融资难点，坚持“一

业一策”服务策略，累计为 11 万个特色产业经营户提供贷款

533 亿元，全行涉农贷款余额突破 1800 亿元，为乡村全面振兴

贡献力量。

山东省济宁市发展特色产业

金融“活水”润泽生态渔业
本报记者 肖家鑫

浙江绍兴诸暨市山下湖镇盛产珍珠，作为镇里的珍珠

核心产区，新长乐村村民直播卖珍珠早已不是新鲜事。最

近，新长乐村村委会主任助理、选调生方杉杉开始在直播间

里干件新鲜事——推广珍珠直播技能提升课程。

前些年，直播带货刚兴起时，有不少村民反映：“我们家

也想搞直播，到哪里去学啊？”“我们家的直播没人下订单，

咋办？”……面对村民对学习直播技能的渴望以及直播效果

不佳的困惑，方杉杉牵线搭桥，与一家电商直播培训企业合

作，邀请专业直播团队到村开展直播运营培训。“经过专业

培训，村民也能当主播，因此，我在直播间里也为这项培训

‘吆喝’。”方杉杉说。

依托产业优势，新长乐村围绕“互联网+珍珠”的思路，

建立电商直播孵化基地，今年以来，成功举办了大型直播从

业人员培训 20 多场，培训 1000 余人次，帮带孵化 80 余名

“村播”，人均月销售额超 11 万元。

柯 桥 区 稽 东 镇 大 桥 村 选 调 生 牵 头 打 造“ 和 美 大 桥 ”

乡村共富联合体；上虞区长塘镇长塘村选调生积极推广

农产品电商行动……在绍兴市，涌现出不少这样生动的

案例。

近年来，绍兴市积极探索选调生基层锻炼培养新思路，

每年举办选调生到村任职岗前培训班，不断锤炼选调生政

治品格，涵养为民情怀；实施选调生到村任职“每季开展一

次微宣讲、每年走访一遍农户、每年记一本民情日记”等“七

个一”任务清单，促进选调生在基层广阔天地中长才干、壮

筋骨。截至目前，绍兴市已有 500 余名优秀选调生在基层

火热实践中挥洒汗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浙江省绍兴市推进选调生基层锻炼培养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谢 军 傅骋彧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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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

县将生态环境与和美乡村建设有机

结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现代

农业产业，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乡村。

图为当涂县护河镇青山村，青

山、沟渠、田园及民居构成一幅秀美

的生态画卷。

李成林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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