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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大棚内，轻按遥控器，水肥一体化灌溉

系统自动对菜苗进行微灌。大棚外，自动化育

种机“嗡嗡”运转个不停、全天候生态育苗室内

灯光一闪一闪……

在浙江省瑞安市马屿“农合联”为农服务中

心，一位农民说：“机器就是好使，比以前自己在

地里忙活省事多了。操作简便、育苗成活率高，

实现了规模经营，丰产高效。”

2006 年，全国首家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

体”的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瑞安农村合作

协会正式成立，拉开了供销社农村新型合作体

系改革的帷幕。10 多年来，瑞安市建立各类标

准化生产合作社和产业联盟 1200 多家，发展特

色产业基地超 18万亩，带动 8万多户农户增收。

日前，在浙江温州召开的深化供销社综合

改革现场交流会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

事会主 任 王 侠 表 示 ，浙 江 通 过 推 进“ 三 位 一

体”综合合作，把供销合作社的流通优势，农民

合作社的生产优势，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优势，

以及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技术优势等，整合到

“农合联”这个大平台上，打造了集生产、供销、

信用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聚合

了服务资源，降低了服务成本，提升了服务水

平，较好满足了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服务需求。

生产合作——
种地更轻松，一站式

服务让农民少跑路

机械化作业，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生产效率成倍提高，这是瑞安农业“三位一体”

体系中生产合作的重要内容。

“生产轻简化、栽培智能化、管理标准化、农

产品安全化，这是我们蔬菜生产要达到的目标。”

马屿镇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秘书长雷大锋说。

马屿镇篁社村篁社索面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林上星表示，生产合作就是通过创新生产服

务体系，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小、散、弱”的格局得到扭转。

作为较早的一批“吃螃蟹”者，林上星已尝

到生产合作甜头。几年前，在当地供销合作

社的引领下，瑞安市农协牵头将篁社索面专

业合作社和另一家合作社合并，规模扩大后，

机械作业方便了，产量也上去了。入社农民

得到新技术培训，生产、营销、管理也提高了

不少。在合作社的带动下，瑞安索面走出浙

江，走向了全国市场。

合 作 社 是“ 三 位 一 体 ”农 村 新 型 合 作 体

系中的基础单位。瑞安专业合作社发展快，

得 益 于 推 进“ 三 位 一 体 ”过 程 中 的 制 度 设

计 。 瑞 安 市 将 不 同 类 型 的 专 业 合 作 社 联 合

起来，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制度明确，各地“农合联”将执委会设在供

销合作社，由供销合作社承担“农合联”的日常

运营管理职责。联合社整合涉农企业、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各类资源，建设了一大批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经营服务综合体，实

行种植、加工、冷藏一体化经营。供销合作社

充分发挥其服务潜力和优势，服务领域更广

了，服务功能更强了，服务体系更全了。

在马屿“农合联”为农服务中心，记者看到，

服务中心设有综合服务大厅、农产品销售平台、

科技示范平台、农资购销平台、蔬菜科技示范园

区和邮乐农品馆六大服务平台，农村产权服务、

农资直供、信用贷款、科技支撑、动物疾疫防控、

气象咨询等服务一应俱全。农民进入大厅，一

次就能办成想办的事，不再需要东奔西跑。

农户抱团发展，合作更紧密，服务更到位，

农 民 增 收 就 有 了 可 靠 的 保 障 。 从 2006 年 至

2016 年，瑞安农业增加值从 10.9 亿元增加到

22.3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 9439 元增长到

近 2.6 万元。

供销合作——
销路不再愁，二次返

利让社员收入增三成

合作与联合是“三位一体”的实质所在。

生产 出 来 的 农 产 品 ，如 何 抵 达 百 姓 餐 桌 ，离

不开流通环节。但长期以来，有了好收成却

没 有 好 的 销 路 ，成 了 很 多 专 业 大 户 、家 庭 农

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心病。

这个心病如何除？成立农产品购销专业

合 作 社 是 个 好 办 法 。 瑞 安 积 极 发 挥 供 销 社

在流通领域的传统优势，坚持以合作与联合

为纽带，引导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各个环

节 融 合 互 通 ，构 建 起 多 方 协 同 的 合 作 体 系 ，

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有效对接。

“在专业合作社，农民安心种地就行，跑销

售、跑市场的事交给供销社、互助社，这是最让

农民省心的地方。”雷大锋说。

马屿镇农民谢丙锡吃上了“省心丸”，他

2013 年夏天加入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接受培

训后种植优质番茄。“以前种的东西要么卖不

上好价，要么找不到销路。现在不同了，我只

管种，后面的事交给万科农业来干，挣得也比

打工多。”他说。

谢丙锡所说的“万科农业”，是温州万科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的

销售平台，万科农业主攻销售，主抓蔬菜品牌

建设，定点配送到全国 31 个市场。现在，万科

农 业 年 销 售 额 超 1200 万 元 ，配 送 毛 利 润 达

20%—30%。同时，公司通过质量监控追溯机

制，实行订单生产，并推出“二次返利”，社员农

户收入增幅达 30%以上。马屿镇“农合联”积极

对接瑞安农产、邮乐购等线上线下平台，去年

销售农产品 3100 多万元。

为进一步帮助农产品打开销路，瑞安供

销合作社加快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农

产品生产标准化、品牌化。在梅屿农产品原

产地交易市场，记者看到，待售的胡萝卜、红

椒 、黄 瓜 、茄 子 上 面 都 贴 着 印 有“ 绿 印 象 ”字

样的标签，还有二维码。

“‘ 绿 印 象 ’是 精 品 蔬 菜 品 牌 ，专 供 高 端

市场。”雷大锋说：“有了品牌，部分蔬菜价格

可 提 高 一 倍 以 上 ，消 费 者 扫 扫 二 维 码 ，就 能

获 得 农 产 品 的 生 产 基 地 、农 事 操 作 、检 测 方

法 等 信 息 ，这 样 的 放 心 农 产 品 ，市 场 上 最 受

欢迎。”

信用合作——
资金有保障，无需抵

押就能贷款

“不需要任何抵押物和担保人，只要通过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就申请到了 5 万元贷款。”

近日，瑞安市兴民农村保险互助社与瑞安农商

银行合作，为其互助社社员张朝光发放了第一

笔保证保险贷款。农村保险互助社是推进信用

合作的新探索。记者在马屿“农合联”为农服务

中心了解到，兴民农村保险互助社累计为近 800
亩大棚番茄投保冻害保险，每亩保费 108 元，最

高赔付额为 1200元。

“信用合作解决了农民扩大再生产资金从哪

里来的问题。”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第一任理事

长黄则强说，现在通过信用合作，农户无需抵押

就能申贷，生产资金有了保障。

推进“三位一体”发展信用合作，各地县级

供销合作社联社是农民资金互助会的举办主

体。瑞安市先后出台农村资金互助会监管细

则、农信担保工作实施意见等 21 个文件，为信

用合作保驾护航。

截至今年 5 月，瑞安市农信担保公司累计

提供农业信用贷款担保 2737 户次，担保金额

7.28 亿元。同时，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组

建资金互助会。融达农业专业合作社资金互

助会按照“组织封闭、对象封锁、上限封顶”原

则组建运营，目前入会会员 600 人，累计发放互

助金 4999.5 万元。

“最缺的还是人才，尤其是管理、营销人

才。”雷大锋说。目前，“农合联”会员主要是规

模较大的农业经营主体、涉农企事业单位和农

户，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何统筹兼顾“大农”与

“小农”，充分发挥服务带动广大农民群众的作

用，还需要深入探索。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三

位一体”综合合作为依托，充分发挥生产、供销、信

用三大合作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推进“农合联”实

体化、市场化运作，让农户获得更多改革红利。

浙江瑞安整合供销合作社、农民合作体、信用合作社的各自优势

“三位一体”破解种地难题
本报记者 杜海涛 齐志明

盛夏，走进江西省龙南县临塘乡虔心小镇，连绵的

青山上竹海涌波，竹林环绕的山坡上，一垄一垄茶树从

山窝延伸至山腰。小镇干出大产业，去年生产有机成

品茶 5 万公斤，销售收入达 1 亿元。依靠有机茶，企业

抱上了“金娃娃”，贫困户端上了“金饭碗”。

巧打生态牌，青山成“金山”

临塘乡东坑村交通不便，耕地少，全村有贫困户

152 户、贫困人口 461 人。山村靠什么脱贫？

重新审视资源，东坑村穷是穷，但生态环境好。能

不能让青山换“金山”？政府引导，江西恒泰林业开发

有限公司投资开发虔心小镇，打造林下经济、旅游扶贫

一体化示范项目。“这里有原生态森林，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土壤富含有机质，特别适合种植有机茶。”虔心小

镇项目负责人谢晓明说。

龙头企业进村，流转 10 万亩林地，利用残次林、火

烧地种植有机茶。几年精心管理，小镇茶基地形成 1
万亩有机茶场，配套建设了茶叶加工车间。

谢晓明介绍，茶场每年可提供茶叶采摘、加工、林

业管护等 600 个就业岗位，采茶季节还要聘请 2500 多

个采茶工人。茶场优先吸纳当地贫困户务工，东坑村

的 300 多个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工资加租金，现在的日子松快多了。”贫困户谢

万长，经过培训当上了制茶工，月工资 3000 元左右，

他的妻子与女儿在茶场采茶，采茶季日平均工资有

100 多元。

依托 6 万亩竹林，龙头企业在生态种养上做起大文

章。他们在竹林里放养土鸡，这种吃虫草、喝竹根水长

大的“竹林鸡”，肉质鲜嫩，一进入市场就供不应求。企业

因势利导，采用“公司+贫困户”方式，让贫困户一起养殖

“竹林鸡”。公司与贫困户签订代养合同，统一提供鸡苗

饲料、技术支持，鸡出栏后统一回收。

贫困户许桂华养了 5000 只鸡，夫妻俩吃住在山上，

虽然辛苦，但收入有保障。他算了笔账，每只鸡每月 1
元代养费，每月可收入 5000 元，年收入可达 6 万元。“农

民一不用出本钱，二不担什么风险，只要把鸡养好，达

到 80%的成活率，就能稳稳拿到这笔钱。”许桂华说。

去年虔心小镇“竹林鸡”销售收入达 4500 万元，数

十户贫困户通过代养脱了贫。今年，虔心小镇又规划

了万亩油茶基地和万亩脐橙基地，开发“赣南茶油”和

“赣南脐橙”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的生态发展模式，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

茶园“私家定制”，村民吃上生态饭

“种养产业只是虔心小镇的第一步，生态旅游更是

‘潜力股’。”谢晓明说，东坑村处于赣粤和大广高速的

交汇点上，位于广州和深圳“三小时旅游圈”内，打造好

休闲农业，能吸引珠三角游客进入赣南。

“茶发芽喽，茶发芽喽……”每到茶叶飘香时节，这

个茶旅小镇里，几百名身着客家服饰的采茶女唱起古

老的采茶谣。

经过几年精心策划、稳步发展，虔心小镇建成了森

林温泉、跑马场、手工造纸坊、手工榨油坊等休闲度假

设施，开发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体验、茶园游览、文艺

表演等旅游项目。徜徉于绿意葱茏的小镇，客家榨茶

油、做腐竹、酿米酒、打糍粑等传统体验活动热火朝天，

花间栈道上游人如织，原本寂静的大山成了游客追捧

的休闲胜地。

“我在这里定制了一分茶园，开园了带着家人来采

摘，吃生态农产品、住山顶小木屋，能在这样有创意的

小镇休闲，一家人好高兴。”来自广东的王先生如是说。

生态旅游带动贫困户发展。目前，小镇旅游项目

吸纳了 80 多名当地贫困劳动力，一批农民服务员、农

民导游、农民厨师经过培训上岗就业。

离开虔心小镇的路上，山窝里一排排漂亮的新民

宅映入眼帘。龙南县扶贫办主任张淑芳说，那是正在

建设中的乡村土坯房改造点，一批东坑村的脱贫户将

在春节前搬进新建的楼房。

依靠茶叶资源，做长产业链；依托茶产业，做出文

旅新业态。虔心小镇让贫困户与生态旅游产业紧密联

结，走出了稳定脱贫的新路。

换个思路谋出路，江西龙南

打造特色茶旅小镇

贫困户端起

“金饭碗”
吴齐强 傅 亮

今年葡萄又是大丰收！连日来，湖北省荆

州市江陵县鲜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忙着

采收。

早上 7 点不到，合作社社长陈克元的老朋

友——荆州市国税局扶贫工作队队员胡晓明、

赵勇、李舟平就赶到了合作社。“今天有 300 箱

葡萄要采摘装箱，我们仨过来给大伙搭把手。”

这 300 箱价值 7500 元的葡萄将全部运到荆州市

国税局，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职工主动为扶贫

户献爱心，集体购买“爱心葡萄”。

41 岁的陈克元是江陵县秦市乡孟家垸村

二组村民，妻子患乳腺癌接受了手术治疗，两

个孩子还在读书。为给妻子治病，陈克元花光

了积蓄并欠下外债，生活不堪重负。2016 年，

在扶贫工作队的精心帮扶下，陈克元种植葡萄

当年收入 3.4 万元，率先脱贫，还成了村里公认

的“葡萄大王”。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为让陈克元彻底脱

贫，走稳致富路，2017 年春天，胡晓明帮他将种

植面积由 6 亩扩大到 12 亩。为提升葡萄的品质

和产量，扶贫工作队专程到公安县聘请葡萄种

植专家，为陈克元的葡萄园引进新品种，并手把

手教授种植技术。“原来只有 2 个普通品种，价

格好的时候也只能卖到 5 元一斤，现在新品种

最贵可以卖到 50 元一斤！”陈克元对新品种葡

萄充满了期望。

眼看大串大串的葡萄成熟，本是件喜事，却

给陈克元带来了“幸福的烦恼”。由于合作社没

有冷藏室，加上新品种存放时间短，怎么尽快把

葡萄销出去成了陈克元最头疼的事。

扶贫工作队当起了“推销员”，线上线下找销

路。除了国税干部们购买“爱心葡萄”，还联系到

湖北金秋农业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金荆

龙葡萄发展有限公司，销售葡萄近 1万斤。

陈克元算了笔账，今年来已经销售葡萄近

2 万斤，盈利达到 7 万元，是去年的 2 倍多。陈

克元还了 2 万元贷款，预计剩余部分明年可全

部还清。

小葡萄，大效应，要富一起富。挨家挨户走

访了解村民意向后，今年 6 月，在扶贫工作队的

支 持 下 ，江 陵 县 鲜 丰 葡 萄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成

立。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社员权利义务等章

程正式上了墙，合作社一天天走向正轨。

“克元家的葡萄种得好，我们有信心跟着

他脱贫致富。”陈经枝、齐义桥、陈永红、齐冬

冬等 4 位农民，在陈克元的葡萄园里打了半年

工后，信心满满地加入了合作社。

“先富带后富，我们还将通过合作社帮带

更多贫困户。”胡晓明看着“扶贫规划路线图”

满是憧憬。“规划得好，不如落实得好。”扶贫工

作队的同志们忙得更加起劲。经过一番努力，

村里同意流转 40 亩土地给合作社扩大葡萄种

植规模。荆州市国税局又投入扶贫资金 15 万

元，搭建大棚 20 个，并帮助维修种植基地的道

路。社员们笑容满面地说：“这日子真是越来越

有盼头了！”

扶贫工作队全方位帮扶孟家垸村

“扶贫葡萄”结硕果
田豆豆 周 鹏

本报电 “多亏你们的贴心服务，为我解除了后

顾之忧……”近日，在浙江杭州萧山区农科所临浦基

地，菜农老张拉着区里阿斌党员服务队员的手，感谢

他们对大棚的恒温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消除了安

全隐患。

“这里不仅是生态休闲观光园，还是个智慧农业

云平台，能对种苗进行信息化、精细化管理。”萧山区

农业局种子管理站站长王伟介绍，作为省级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临浦基地正加快打造现代农业信

息化示范基地，同时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增

收。近年来，萧山区加速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增强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第三产业增收新动

能。区里积极推动农户发展休闲农业、家庭运输、零

售批发、餐饮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打造农村现代民宿

示范点，增加休闲观光农业收入，成效明显。截至目

前累计建成区级以上休闲观光农业示范点 27 个，今

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 150 万人次，休闲观光农业实

现营业收入 2.10 亿元。

（钟 辉 徐国锋）

杭州萧山区

三产成农民增收新动能

本报电 夏日，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

旗花村幸福院里的老人们早早跳起了广场舞，伴着

欢快的旋律，老人们脸上乐开了花。“打牌聊天、吃饭

洗澡，好多连子女也想不到的事情，在幸福院都解决

了，生活得挺舒心。”说起互助幸福院的好处，许多老

人深有感触。

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乌兰察布市在内蒙古首

创农村牧区互助养老模式，以中心村为单位，利用敬

老院、闲置校舍、旧乡镇政府等闲置办公场所，配套

建设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实行“集中居住、分

户生活、统一管理、互助养老”，让农村老人离土不离

村享受互助养老服务。2013 年，民政部在乌兰察布

市召开全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向全国

推广这种互助养老模式。乌兰察布市民政局副局长

李强介绍，从 2012 年开始，全市累计投入资金 20 亿

元，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点和农村敬老院建设，鼓

励无劳动能力老人向互助幸福院集中，经过 4 年的

努力，已经形成了以幸福互助养老为主体、养老服务

点居家养老为依托、敬老院集中供养为补充的农村

牧区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基本实现了农村养

老服务全覆盖。

（刘志宇）

乌兰察布市

农村养老服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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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持续高温使江西省樟树市农村用电负荷不断攀升，樟树市供电公司加强对重点电力设备的维护巡视，确保“三农”用电需求。图为作

业班工人正带电更换设备。 肖 明 龚可欣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