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4
总第224期2024年2月28日版

Shanghai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 ECONOMY 

ISSN 1674-2516
CN 31-1620/F



18   
shanghai gongxiao hezuo jinji | 2024. 1

一、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服务的意义

1.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的必然选择。供销合作社作为连接城乡合作经济组织，
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和组织形式有效导入小农户
生产，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组织农民集约化生
产经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举措。供销合作社利用网络优势集中
采购生产资料，可降低农业物化成本；统一开展规模化机械
作业，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成应用先进技术，开展标准
化生产，可提升农产品品质和产量；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农
民增产增收，避免农地“非粮化”“非农化”，可保障粮食安
全和农产品供给。

3.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形式。供销合作社通过推广应用先进技术装备的过程，
是改善资源要素投入结构和质量的过程，是推进农业标准
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也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过
程，有助于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实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和
高质量发展。

二、宿迁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

1. 联合合作，建立供销农服主体。一是省市县三级供

销社合资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以资本合作为纽带，
成立以农资保供、粮食订单、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主营业务的
经营主体 3 个。二是与地方国资平台联合合作。地方国
资平台入股供销社农服公司，并充分利用资金、仓储、港口
等资源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赋能

乡镇和村级供销社。已改造提升基层社 14 个、建成村级
社 20 个。夯实为农服务基础，形成以市供销社为行业指导、
社有企业为龙头引领、基层社为基础支撑、农村新型经营主
体合作的供销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

2. 龙头带动，打造“两端带中间” 模式。通过一体化订
单衔接农业生产上下游，以农资供应和订单农业两端带动
农机作业、农技指导、仓储烘干等中间环节。前端通过“农
资 + 技术 + 服务”，助力绿色高效生产，通过系统农资保供
企业把控上游渠道，导入高品质化肥、低毒低残留农药；中
间整合当地服务力量，引进多家大型为农服务企业作为规
模化服务主体，运用高效农用机械、标准化田间管理等手段
后端通过供销品牌和信誉优势，拓展业务渠道，增强议价能
力，保证订单效益。

3. 开展试点，制定供销农服标准。开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标准化试点，以龙头企业、基层社、专业合作社为重点，打
造标准化服务主体；出台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村社共
建建设标准；收集整理农机作业、飞防植保、病虫害防治、
烘干仓储等服务标准，提供执行；培育标准化示范基地，通
过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 , 试验示范带动区域标准
化生产和产业升级；按照产业特色制定订单农业收购标准，
推广使用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推行“服务有协议、内容有标
准、质量有保证”服务模式，提高全产业链环节规范化水平。

4. 搭建平台，培育区域特色产业。一是建设产业服务

平台。魏营镇立打造西瓜产业服务中心，推行“育、产、管、
销”一体化运营模式，提供产品展销、电子商务、技术培训、
农资超市、西瓜医院等配套服务，同时建起高标准育苗棚，
为本地 3000 多亩大棚西瓜提供瓜苗；双沟雪二新村依托
当地产业优势，开展粮食购销加工和果蔬种植、销售、冷链
配送等业务。二是打造土地托管平台。采取“专业服务组
织 + 供销农服平台 + 村党组织 + 村供销合作社 + 农户”模式，
通过村委会组织农户并接受农户委托进行农产品全产业链
运营服务，农户享有“保底 + 二次分红”收益，村集体能获得
托管经营性收入。半城好农伴供销有限公司全年全程托管
本村农户土地 1450 亩，农户每亩增收 200 余元，村集体收
入增加 15 万元。三是打造产业联合体或产业协会。市
供销社牵头成立酿酒原粮产业联合体，将原粮产业链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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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管、收、储、加、培、销各环节重点主体组织起来，以粮
食订单为切入，引导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酒企 + 科研机构 + 供销
服务平台 + 专业合作社 / 家庭农场 + 农户”的模式，推动全
市原酒酿造用粮实现本地化种植，培育出酿酒原粮富民产
业；临淮镇胜利村供销社和县康源水产协会合作开设螃蟹
养殖科技服务中心，开展种苗供应、螃蟹饲料、药剂销售、养
殖技术服务等服务，形成“养殖基地为基础，电商营销为主
导，物流配送为保障”营销一体化格局；车门乡畅达供销公
司依托县农机协会农机装备资源，开展了土地托管服务。

三、主要经验做法与存在的问题

1. 政府统筹引领，推动建设服务网络。市级“构建新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纳入改革创新项目，县级定期实地推
进、定期会办调度、定期督查通报推进工作开展，镇、村级将
基层社改造和村社共建纳入考核事项，从上到下形成工作
合力。

2. 企业市场运作，密切主体利益联结。龙头企业和本
地供销社以股权投资等形式共同组建公司；乡镇基层组织
采用“供销社社有企业 + 镇投资公司 / 村集体经济组织”形
式共同组建公司；村委会组织农户并接受农户委托，把土
地全程托管给县供销平台引进的第三方专业农服组织，进
行农产品全产业链运营服务，农户享有“保底 + 二次分红”
收益，村集体获得托管经营性收入。

3. 规范服务机制，实现基层网点赋能。用好基层服务
网络，将成熟服务机制导入基层载体，积极打造为农服务、
土地托管的供销品牌；推行企业化运营、规范化管理、标准
化服务，逐步实现统一运作方式、统一农资供应、统一耕作
标准、统一储存销售，统筹推进种肥供应、田间管理、仓储物
流、产销对接、技术培训等重点服务。

4. 聚焦产业发展，提升服务质效水平。立足本地主导
产业，以推动产业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持续发展为导向，整
合优势资源，打通耕种管收储加销售全产业链服务，以服务
高质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品牌打造力度，依托宿有
千香霸王蟹打响区域公用品牌、泗洪魏营西瓜打造成为地
理标志产品，形成特色主导产业。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服务主体实力不强。

大部分服务主体服务规模较小，服务千亩以上耕地的主体
的还是少数，带动能力不强。二是服务领域拓展不宽。大

部分服务主体主要集中在粮食大田作物产中环节的单项单
环节服务，多环节、全程服务及产后的初加工、冷链物流等
服务较弱。三是服务对象重大轻小。服务多针对家庭农场、
农业大户，直接面向小农户服务供给不足。四是服务体系

不够健全。市县乡村四级服务体系不全，特别是基层服务
抓手不多。五是联合合作不够紧密。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
化服务工作存在单打独斗，政府政策、资金扶持较少，与农口
部门联结不紧密，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联合发展尚未形成。

四、主要意见和建议

1. 强化政府引领，科学指导布局。按照“政府主导、规
划引领、市场化运作”原则，争取将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纳入乡村振兴工作全局部署，加快构建市县有龙
头带动、乡镇有综合性现代服务中心、村有惠农服务站点的
格局。

2. 强化部门联合，打造服务体系。加强农业农村、供销、
邮政、金融等资源整合，利用资金政策支持，打造区域性龙
头综合服务公司，统筹推进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构建以农
业服务公司为龙头的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带动农业
产业化、组织化和园区化发展；聚焦乡镇特色产业，依托市
县龙头带动开发乡镇资源。

3. 强化区域整合，提高规模服务效益。在更大范围内
推广试点区域农药零差率集中配供和废弃物回收处置；政
府购买社会化服务清单以县域、乡镇等为单位，整合区域
农业需求，集中向农资供应商、农业服务提供商公开招标采
购，降低联耕联种、统防统治、农资集采等农业生产成本。

4. 强化村社共建，基层服务赋能。强 化“党 建 带 社
建”“村社共建”，探索在村级建设惠农服务站点，聚焦土地
托管服务功能，促进服务功能向田间地头延伸；组织小农户
集中开展农机作业、统防统治等；探索开展小田变大田试
点，推动土地集中连片，开展规模服务。

5. 强化政策扶持，提高社会化服务能力。积极争取资
金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打造服务平台，开展植保无人
机统防统治服务，承担农药零差率配供任务，开展农药废弃
包装物回收，引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专项财
政扶持资金的政策导向作用，引领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业
社会化服务开展，激励调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生
产服务型企业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

（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