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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效应
陈发明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第五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典型案例，45 个农民合作社、41 个家

庭农场入选。这些典型案例覆盖不同领域，

涉及多种产业，做法特色鲜明，充分体现了近

年来各地创新体制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服务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的明显成效。

相较于传统农户的分散经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在经营规模、日常管理、技术应用、

市场竞争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不仅在农

业生产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

也是稳粮保供、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推广农业科

技应用、带动

农民

增收和农业增效的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纳入全

国家庭农场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近 400 万个，

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 221.6 万家，组建联合

社 1.5 万家。全国超过 107 万个组织开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服务面积超过 19.7 亿亩次，服务

小农户 9100 多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质量效益稳步提高，服务带动

效应持续增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受益

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建设农业强

国 ，也 离 不 开 现 代 农 业 经 营 体 系 的 有 力 支

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聚焦解决“谁来

种地”问题，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

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格局中，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既是带动小农户的牵引力量，也是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撑力量。因此，通过不

断完善功能定位，提升壮大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效能，必将

持 续 激 发 这 支 力 量 在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中 的

活力。

首先是生产保障功能。目前，全国有种粮

家庭农场 176.5 万个、种粮合作社 54.2 万家，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 37.5%。通过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技术集成组

装应用和在地熟化推广方面具有先天优势，随

着新技术、新品种、新机具等农业科技成果规

模化、成体系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由此带来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稳粮保供中发挥出骨干作用。

其次是服务运营功能。此次发布的典型

案例中，就有一批提升服务运营能力和水平

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通过应用先进技

术和现代化装备，推行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不断提升生产经营

水平，密切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随着农业

生产经营集约化的趋势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还需进一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

标准体系建设，拓展服务领域和模式。

再次是示范带动功能。在全国数百万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涌现出不少扎根农村、

贴近农业、服务农民的典型案例。目前，全国

县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

场均超过 20 万个。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

过发展绿色、生态、高效农业，不断拓展农业

多种功能，将带动更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探

索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机制和有效路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不断完善、效

能不断提升、动能持续释放，也将构建起

主 体 多 元 、功 能 互 补 、运 行 高 效 的

现 代 农 业 经 营 体 系 ，成 为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的 重 要

力量。

试验示范走在前

本报记者

钟华林

4 月的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

区福洪镇杏花社区，万亩杏花花

海已经退潮，长出一串串大拇指

大小的果实，再过不久，社区居民

们又将迎来一个甜蜜的丰收季。

春赏杏花，夏品杏果，作为成都市

农旅融合发展的 AAA 级景区，杏

花社区吸引着来自周边的众多

游客。

“阿智家庭农场在社区的发

展上特别是果园的管理上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带头作用。”杏花社区

党委副书记白洪金介绍，阿智家

庭农场在果树品种更新、果园土

壤改良等方面都走在农户前面，

示范作用十分明显。

杏花社区发展杏子产业历史

悠久。但前些年，一些居民盲目

跟风引种、无规划种植杏树，加上

部分杏树树龄长又缺乏管理，导

致杏子产量和质量都严重下降，

居民收入也受到影响，年轻人纷

纷外出打工。

2018 年 7 月，高中毕业后在

外地做生意 4 年多的社区居民张学智拿出全部积蓄，

回乡创办了阿智家庭农场，流转了 30 多亩老果园进行

杏树改造升级。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如果只局限于种

好自己流转的土地，那与一般的承包经营户又有什

么区别呢？‘新型’二字又体现在哪里呢？”创办农场

之初，张学智在心里对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

只是想赚点钱，那我就继续做生意好了，但村里上万

亩的低产果树怎么办？一要有人领头学管理，二要

推广新技术。”张学智说。他的想法与社区党委和居

委会不谋而合，社区支持他大胆探索，为社区果园改

造蹚出一条新路。

为学新技术，张学智第一年就报了 3 个培训班，之

后只要有机会就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回来后一头扎进

农场开始反复试验，对杏树品种进行优化，并引入新品

种植株进行试种。几年下来，他已成功试验红艳杏、玖

硕杏、香蜜杏等多个新品种和多个此前不在社区里种

植的车厘子优良品种。

果园改造难题很多，对张学智来说，最大的挑战还

是老杏树的改造。大量的老树虽然产量很低，但每年

还是有一些收入的，如果全部挖掉换新树，成本高不

说，要两三年后才有回报，大家肯定难以接受。在请教

专家后，他决定通过修枝的办法来解决。但大家仍然

疑虑重重：你一个 20 来岁的小年轻，哪有老果农们经

验丰富？“这些年的事实证明，老经验很难解决新问

题。怎么办？那我就在自己的农场先试验、再示范。”

张学智说。

通过对老树修剪、摘心、桥接等一系列操作，张学

智成功将原来六七米高的老树科学矮化到 3 米，而杏

子产量则从原来的每亩几百斤提升到 3000 多斤，品质

也更加优良，亩均效益从原来的几千元提升到两三

万元。

“收益最有说服力。”张学智说，看到阿智家庭农场

赚钱了，大家都跟着改。“以前按老办法修枝，一棵树只

结二三十斤果，前两年跟着阿智学，去年已开始从中受

益，一棵树结 300 多斤果子。价钱也不一样，以前的果

子又小又酸，几元一斤，现在一斤要卖十几元。”说这话

的陈林就是跟得最紧的受益者之一。

“家庭农场还真不只是‘家事’。”张学智感慨道，农

户需要家庭农场带头示范，而且，也只有带着周边农户

一起干，量才能起来，有了量才能打开更大的市场。为

此，张学智摸索出“家庭农场+基地+示范户+农户”模

式，农场利用少部分土地试用新品种、示范新技术、试

行新模式，并作为周边农户学习参观的样板基地；同时

根据农户需求进行个性化指导，精准帮扶，提高农户种

植水平和效益。农场每年都要对社区果农进行多次现

场培训。

截至 2023 年，阿智家庭农场带动 60 多户杏树种

植农户成为科技示范户，每户科技示范户又分别辐

射本村的一些村民开展种植。通过新技术新

品种与种植模式的推广示范，阿智家

庭农场成功带动本村及周边 600

余 户 村 民 增 收 超 过 千

万元。

集约育苗效益高
本报记者 郁进东

日前，在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的康绿蔬菜专业合

作社，记者看到一台台叉车正来回作业，把冷库内的西蓝花

装上卡车；一周前收获完最后一批西蓝花，经过翻耕平整土

地，插秧机整装待发，为种植早稻做好准备⋯⋯合作社负责

人秦伟杰说：“机械化种菜提高了生产效率，菜稻轮作将农

田产出效益和粮食保障两手抓，这两种农业新型种植模式

让农民端稳饭碗、增收致富。”

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

出口蔬菜种植和集约化育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23 年实

现总产量 1.1 万余吨，托育秧苗 7000 余万株，销售额近 5500

万元。近年来，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康绿蔬菜专业合作

社的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蔬菜集约化育苗、喷滴灌应

用、冷库保鲜储存、毛豆机械化采摘⋯⋯这些高端科技逐步

在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落地，不仅为合作社提高了生产效

率，也让当地群众受益，走上了节本增收的致富道路。

每年西蓝花育苗时节，周边农户便会提早向康绿蔬菜

专业合作社预订。问及原因，农户们表示：“种苗品质好，还

能送到地头，高效又便捷。”多年来，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不

断探索集约化育苗，并于去年实施西蓝花优质高效栽培省

级标准化试点项目，不断更新育苗遮阳棚、喷滴灌等设施，

实现工厂化育苗。

为提高产量、品质和效益，合作社积极与科研院所合

作，开展西蓝花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让优良品种秧苗

在销往周边的萧山、上虞、慈溪等地的同时，还给农户带去

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让西蓝花优良品种和高效生产技术

在各地生根。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高效育苗保障了西蓝花

苗的品质，满足了农户的种植需求，苗送到田间地头进一步

节约了农户的种植成本。如今，合作社的 50 亩育苗基地每

年培育西蓝花优质种苗 7000 万株左右，为周边 2 万余亩西

蓝花种植节省了近 600 万元的成本。通过实施省级西蓝花

标准化试点项目等科技项目，促进优良品种和集约化育苗、

配方施肥等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应用，西蓝花亩产达 1500 公

斤以上，帮助农户增产增收 10%。

节本增收靠科技，共享冷库保障农户收益。余姚本地

西蓝花在每年 11 月成熟后，采摘期可到来年 3 月，扎堆上市

的新鲜西蓝花以往常常卖不上好价钱。为解决这个问题，

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 5000 多立方米的冷库派上了大用

场。秦伟杰说：“冷库保障了西蓝花的新鲜，还能拉长销售

期，避免扎堆上市导致滞销损害农户的利益。”当地农户不

仅能免费共享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冷库，秦伟杰还会帮

助大家寻找销路，为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为保障粮食面积和产量，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康绿蔬菜

专业合作社着力在“钱粮双丰收”上探索出菜稻轮作新模

式。9 月到 10 月上旬种植的西蓝花至次年 3 月完成收获，

早稻的生长周期在 4 月至 7 月，为两种作物轮作提供了先天

条件。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便将“早

稻+西蓝花”的菜稻轮作模式应用到当地生产中来，秦伟杰

说：“以往我们采用‘毛豆+西蓝花’模式，现如今在国家政

策的引导下，农户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

性，所以推行‘早稻+西蓝花’模式是我们尝试转型的新探

索。”2022 年以来，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应用菜稻轮作模式

1000 余亩，亩产值近 7000 元。

接下来，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还将继续

推广菜稻轮作模式，向农户提供优质

种苗，并将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到田间地头，助力更多

农户共同富裕。

农机拓宽增收路
本报记者 马维维

近日，在黑龙江省穆棱市马桥河镇北盛现代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北盛合作社”）的库房里，工人们在技术

人员的视频指导下仔细检查农耕机械。这批机械是 2023 年

合作社外出考察学习时购置的大豆“大垄密植”改良设备，也

是助力社员们增产增收的“宝贝”。工人们仔细地为农机具

做着“体检”，确保设备以最好状态投入今年的生产。

2023 年，北盛合作社种植的 7960 亩大豆收益达 905.93

万元，社员分红 52.64 万元。因地种得好、分红多，北盛合作

社在穆棱远近闻名。

北盛合作社有拖拉机、收割机、挖掘机、深松机、翻转

犁 、播 种 机 等 大 中 型 农 机 具 216 台（套），经 营 耕 地 面 积

9105.62 亩，约占全村总耕地的一半。不仅自身能实现机械

化作业和每年秋翻整地等农活，合作社的秸秆打包离田等

业务还能辐射 6 个村。目前，合作社主要开展生产劳动合

作和农机具规模作业、配套作业，以及玉米、大豆、杂粮、汉

麻、中药材种植和秸秆还田服务；在积极引进新技术、新机

具、新品种的同时，还为社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

曾经的北盛村，生产管理粗放，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

增收一直是村里最头疼的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

惠农政策力度，村里于 2012 年底开启土地流转，采购大量

农机具以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业，实现了规模经营，让种植玉

米、大豆等传统作物也能致富。2015 年初，北盛现代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当年社员就达 118 人。

北盛村党支部书记魏延山告诉记者，合作社成立后，在

生产管理上实行了“五统一”，即：统一生产计划、统一农资

供应、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指导服务、统一组织销售的运营

模式。开启连片种植、规模经营、机械化作业的现代农业管

理模式，提高了科学种田水平，实现了增产增收。村民得到

很大实惠，不但翻地整地深耕都免费，村民闲余时间还能到

合作社打零工挣钱。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帮助困难群众秋

收共出动机械 270 余台次。

2022 年 ，北 盛 合 作 社 积 极 响 应 国 家 号 召 ，当 年 种 植

3400 亩大豆；通过采取推广良种、绿色防控、加强田间管理

等措施，实现大豆种植提质增效，每亩增产 10%，增收 36 万

元。2023 年，合作社继续发挥在装备、技术和带动能力强

等方面的优势，引进“大垄四行”大豆高质高效种植技术，购

置先进的起垄机器，使用精密播种机推广大垄种植技术，实

现了播得下、产得出、效益好的目标。

自成立以来，合作社累计实现经营收入 5358.2 万元，盈

余分配总额 846.48 万元，社员分红 791.45 万元，社员户均增

收 2 万元，吸纳了 1500 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合作社就

业。“我们计划逐步扩大经营规模，不断提高经

济效益，吸纳更多农户入社，为实现农

业生产现代化多作贡献。”魏延

山说。

融合发展前景好
本报记者 王胜强

进入 4 月，位于燕山脚下的河北省迁西县汉儿庄镇北

杨家峪村的春雷家庭农场春意盎然，周边杏花、梨花、山桃

花争相开放，百余亩板栗树修剪完毕，可供 150 人同时用餐

的餐厅重装一新，“爬”上栗树的木屋正在扩建。“刚刚过去

的清明小长假，来研学、游玩、住宿、就餐的人很多，住宿早

早就订满了。”49 岁的农场主贾春雷说。

春雷家庭农场始建于 2015 年，从最初的 112 亩栗园种

植，到如今建成了集板栗生产、农林废弃物循环利用、农旅

民宿开发、青少年研学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走出了一

条“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乡村旅游+文创产业”的发展之

路。2023 年农场接待游客 4 万余人次，收入达 380 万元。

“家乡得天独厚的板栗资源，是农场发展的底气。”贾春

雷说，迁西板栗享誉海内外，北杨家峪村则是迁西板栗的核

心产区。拥有这样的宝贵资源，贾春雷首先做足“农”的文

章，自 2021 年以来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昌黎果树研究所

等合作，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探索出板栗品种选育、嫁接、

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一整套完善的技术规程。近两年

来，农场板栗年总产量达 2 万余公斤，与 2021 年前相比年增

收 10%以上。

种植板栗，又不止于板栗。“农场还开发出板栗饽饽、板

栗啤酒、板栗雪糕等。去年来农场的游客基本每人都会品

尝一根板栗雪糕，离开时大部分都会带几个板栗饽饽给亲

戚朋友。”贾春雷介绍，农场还与科研院所合作，利用板栗树

枝、栗蓬等生产出优质有机肥，将栗树叶转化成食草动物饲

料。目前农场年处理周边农户板栗废弃物 5000 多吨，生产

加工有机肥 800 吨、饲料 1000 吨以上，产品销往内蒙古、山

东、湖北等地。

春雷家庭农场以板栗种植为基础，不断向文旅拓展，把

栗乡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化为旅游体验、亲子体验、农事体

验。站在农场的栗林放眼望去，一座座造型各异的小木屋

民宿“悬”在树上，一个个研学项目生动有趣。“‘美栗一生’

是架在空中的一条游乐通道，在每个节点用仿生建筑依次

呈现了板栗从胚胎到成熟的全生命周期。‘拉大锯扯大锯’

项目则把栗乡儿歌搬进农场，供孩子们在栗林下进行农事

体验。”贾春雷说，这些都是研学课程的组成部分，依托各类

游乐项目，基地开发了自然研学、手工研学、农耕研学三大

类 70 多种亲子教育、研学旅游等特色体验课程，目前有 5 名

专职教师，去年吸引了 2 万余名青少年来研学打卡。

春雷家庭农场也带动周边乡亲们增收。汉儿庄镇党委

书记王晓庆说，自从春雷家庭农场把栗树叶研发成饲料，种

栗产生的“废物”成了宝。乡亲们还搭上农场线上销售板栗

的快车，每年至少有 500 户村民“搭车”销出板栗、栗蘑等特

色农产品，户均增收 1500 元。农场还把游客资源转化成板

栗树认养客户，吸引游客认养本村 35 户的板栗树 4000 多

株。近两年来，农场还领办成立“归巢部落”农宅合作社，首

批参与闲置农宅改造的 21 户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在春雷家庭农场的示范带动下，迁西县以板

栗产业培源、乡土文化塑魂、休闲旅游唱

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

旅游新业态不断拓展，“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牌

子越来越亮。

阿智家庭农场创办阿智家庭农场创办

人张学智给农校学员现人张学智给农校学员现

场讲解果树修枝技术场讲解果树修枝技术。。

周丽平周丽平摄摄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倪梦婷

春雷家庭农场的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 李少华摄

宁波余姚康绿蔬菜专业合作

社种植基地。 王 挺摄

北盛现代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设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