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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

近年来，奔向乡村振兴目标的四平市，因

地制宜地积极探索农业合作化道路，紧紧围绕

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条主线，打出“示范

创建、服务提升、政策扶持”组合拳，成功打造

出土地托管、带地入社、数字农业等典型模式，

持续拓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边界，为乡村振兴

积蓄磅礴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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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这台大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唱主角。为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规模化种植、机械化生

产、集约化经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四平市紧

密结合本地实际，先后制定出台了《四平市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意见》

和《四平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行动实

施方案》，对于加快培育发展农民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出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具体

措施，健全完善工作考核机制，确保全市培育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作有组织、有领导、

有计划地推进；整合土地资源、强化科技应用、

规范运作管理，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推动全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新的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截至 2022 年末，全市农民合作社发展到

7329家。

发挥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支持

引导作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农业社

会化服务和建设生产经营项目等，采取贷款贴

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进行扶持，各类

涉农项目资金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据

统计，近两年来，全市共落实扶持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资金8327万元，助推

经营主体逐步做大做优做强。

搭建融资平台。积极搭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与金融部门对接平台，努力帮助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解决生产资金短缺问题。全市共

有 1276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部门对

接，对接成功1144家，经营主体共获得信贷融

资 5.09 亿元。其中，梨树县全国农村改革试

验区对接成功 639 家，获得信贷融资 3.93 亿

元，占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对接金额

75%以上，为经营主体大发展、快发展创造了有

利条件。

开展农企联合合作。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全市有新兴农企合作主体近 300个，重点

集中在从事粮食类生产的经营主体。所合作

的农业企业，主要分为两种合作模式，一是服

务合作模式，农业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一条龙服

务，农业企业主要负责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种子、化肥、农药、生产技术、生产资金、产品

仓储、产品收购、产品销售等服务，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负责向农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保证产品

质量；二是经营合作模式，农业企业发挥自身

资金实力雄厚优势，集中连片流转和入股经营

农户土地，并承担土地流转和生产资料投入费

用，土地流转或入股后，交由新型经营主体进

行生产经营和管理，企业向经营主体支付管理

费和生产作业费。总体上看，四平市探索开展

的新兴农企合作，呈稳步发展趋势，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成绩，可以有效破解制约农业生产发

展的难题，促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推动农企

合作实现“共赢”。

创新经营模式。2021年，四平市铁西区开

始指导合作社开展带地入股试点，为解决农民

后顾之忧，区里协调保险公司为试点合作社开

展了玉米收益险。带地入股的农民，种地不再

需要提前支付农机作业、种子、化肥、农药等费

用，一切费用由合作社垫付，秋后统一结算。

这一模式实现了合作社和农户双方互惠互利，

促进了粮食持续增产，得到广大农民的充分认

可。同时，市里积极指导铁东区开展“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户+合作社”经营模式试点探索工

作。目前，已经拟定了《铁东区土地经营权入

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实施方案》，并选

定铁东区永发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试点，

今年拟在全区铺开。

推进试验改革。梨树县作为全国农村改

革试验区，认真按照国家改革实施方案的总体

要求，紧密结合本县实际，扎实推进各项试验

改革工作，在农业生产全程托管、社会化服务、

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创新性地确定了 14项

改革实验内容，形成了8个具体工作方案，推

进深入实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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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盛夏，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玉米地绿意盎然。理事长韩凤香通过

手机，查看玉米大田里智能气象监测站的实时

信息，详细了解土壤水分和温度、空气温度和

湿度、雨量、风向等指数，为下一步作业提供精

准参考数据。

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立于 2010 年，开

展以农机作业服务为主、

养殖业为辅的多种经营。

现有社员158名，集约经营

土地近 1000 公顷，生产范

围覆盖 2 个乡镇的 10 个

村，拥有大型农机具 70台

（套），固定资产达 800 万

元，每年带动 60余名劳动

力就业。

合作社创新土地集约

方式，实现整社整村推进

土地规模化种植、全程机

械化作业，带领村民进一

步推广保护性耕作“梨树

模式”，打造优质绿色的农

产品；借助“秸秆变肉”政

策，发展肉牛养殖业，利用

种粮产生的秸秆喂牛，再

把养殖产生的牛粪制成有

机肥还田，做到秸秆还田能养地、离田能变肉，

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节本增效；发展智慧农业，

引入现代化配套设施，推动现代农业科技植根

乡村大地，为多产粮、产好粮筑牢科技基础。

“合作社一年比一年壮大了，现在光农业

这一块，我家一年就收入五六万元，解放劳动

力之后，养牛还能收入三五万元。”社员蔡长柱

兴奋地说。

近年来，四平市多轮次开展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示范创建工作，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创

先争优的积极性，引领带动经营主体规范快速

发展。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先进

典型，被树为可学可比的榜样，收到了诸多荣

誉：2018年，被评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2021年，被评为吉林省百强示范社、吉林省粮

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理事长韩凤香先后获

得吉林省劳动模范、四平市十佳农村致富带头

人、梨树县致富女状元等称号，并当选为全国

人大代表。

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样板的，还有成

立于2011年11月的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2016年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2017

年，合作社理事长卢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合作社现有固定资产700万元，年作业服务农

户1000户以上。

2021年，梨树县打造“梨树模式”升级版，

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先行先试，建设300

公顷的现代农业生产单元，机械化运作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真正让农民感受到了现代科

技的威力。

2022 年，梨树县推进肉牛养殖合作社落

地，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1800万元，在八里

庙村建设肉牛养殖场。在卢伟带领下，农户积

极参与，共养殖120多头肉牛。合作社积极探

索种养循环模式，通过“秸秆变肉”“过腹还田”

等综合施策，大力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增加村

民收入。

同年，梨树县在八里庙村建设绿色富硒农

产品加工项目，以村办企业形式推动产业融合

发展，强村富农。以卢伟为法人的梨树县合之

初绿色富硒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进行农产品

深加工，加工项目主要包装杂粮、干调、蔬菜等

农产品，搭建电商平台，并与长春市供销合作

社合作，打造合作社三产融合示范点，带动农

民就地就业、增收致富。

身边的榜样就是前行的力量。为了选树

出更多像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凤凰山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的先进发展典型，四

平市组织开展了“十佳”“50强”“省级百强社”

评选活动，通过新闻媒体采访挖掘、宣传报道，

印发《四平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案例》，将优

秀的合作社发展经验汇编成册，发挥典型激

励、示范样板的带动作用。

目前，四平市共有各级示范社635个，占全

市合作社总数8.66%，其中，国家级26个、省级

251个、市级103个、县级255个；共有各级示范

家庭农场498个，其中，省级132个、市级67个、

县（市、区）级299个。2021年，四平市17个农民

合作社荣获全省“百强社”称号；2022年，20个

农民合作社荣获四平市农民合作社标兵称号。

提升服务质提升服务质量量 促进增产增收促进增产增收

如何在智慧农业上有创新发展？如何让

土地高产又高收？

在四平市各级政府的精准指导服务下，铁

东区永发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交出了一份亮

丽答卷。

春耕时节，永发合作社因地制宜将智慧农

业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农机手利用智能监测设

备，耕种时在手机上发布作业路线，就可以自

动播种，实现了无人作业，让备春耕工作充满

“科技范儿”。

今年，铁东区利用“吉农云”数字平台发布

视频，开展科技培训，农户用手机可以随时学

习到各类农技课程；从4个乡镇中选出有代表

性的农户，为大家介绍备春耕经验，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为广大农民带来了春耕春播的

“及时雨”。

说起智慧农耕，永发合作社理事长王大勇

侃侃而谈。去年，合作社依托“吉农云”平台，

开启了智慧农场生产经营模式，收益特别好。

今年合作社做足了准备，对农业生产实施数字

化转型管理，将118台套现代化农机全部智能

化升级，包括耕种防收各个环节；“吉农云”产

业大数据专家组针对合作社种植情况，出具了

一套包含地块规划、种植方式规划、品种规划

等多方面的科学种植规划方案；同时，在数字

平台上对气象信息、土壤墒情、播种深度等进

行实时监测，提高精准耕种管理水平，彻底解

决传统种田“靠天吃饭”的弊端。

利用“吉农云”智慧平台，采购农资也不

再是难事——点击平台的农资团购，可以及

时优选出最优最廉的品种类别，实现厂家直营

到合作社的销售模式；而在秋收之后，将玉米

信息通过吉林省产销对接平台发布挂牌交易，

就可以实现农产品与全国大市场对接，促进农

产品产销顺畅衔接、优质优价，拓宽合作社增

收渠道。

看着正在运行的智慧平台，王大勇对农业

生产充满信心，他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智慧

农业让农耕高效省力，可以实现全程数字化、

机械化，种地也吃上了科技饭，越种越来劲。”

一直以来，四平市积极探索服务提升，努

力为经营主体提供优质服务。落实中央和省

相关项目扶持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为市本级县（区）级以上新型农业主体，提供记

账及政策咨询等服务；落实一乡两名、一村一

名专职辅导员，指导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做

好章程制定、社务公开、组织机构建设、规范化

管理和项目申报等工作；建立全市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基础数据信息库，实行

动态更新、统一集中管理，确保为新型主体信

用体系建设提供准确信息。

在提高主体人员的素质能力方面，先后多

次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赴黑龙江望

奎县和甘南县、浙江省嘉善县、辽宁省凤城市、

天津市等域外地区学习培训和考察，800余人

次参与；市及各县（市）区利用多种培训资源，

组织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加学习培训活

动千余人次，推荐参加国外参训人数 50余人

次；市委、市政府发起成立的四平农村合作经

济学院发挥显著作用，采用多个班次“半天理

论+半天实训”的灵活培训方式，培训了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成员为主的高素质农民817人；

全市分层分类培训高素质农民2029人。今年，

陆续培训了高素质农民1378人，大幅增强了参

训学员的从业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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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台台农机整齐排列。 李坤 摄

伊通满族自治县的稻田观光产业。 李坤 航拍

双辽市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选种加工车间。（资料图片）李坤 摄

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正在和村民们查看玉米授粉和长势情况。高鸿 摄

梨树县八里庙村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肉牛养殖场。高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