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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当前正值小麦收
获时节，平陆的小麦种植户也欣喜地迎来了自
己的丰收季，田间地头展现出别样的风景。

6 月 12 日，在平陆县部官镇阳朝村一片麦田
里，一台大型收割机正轰鸣着穿梭往来。麦浪
随 风 翻 滚 ，如 同 一 片 金 色 的 海 洋 泛 起 层 层 波
涛。收割机的刀刃快速旋转，将饱满的麦穗卷
入“怀中”。远处，还有未收割的麦田，呈现出深
浅不一的金黄色，与已经收割完的空旷地带形
成鲜明对比，仿佛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收割
完毕，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麦粒被源源不断地
倒入一旁等待的运输车辆。

这片麦田是平陆县祥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
流转地之一。

“这块地有 20 来亩。从 6 月 8 日社员的小麦
开始相继成熟并进行收割，到 6 月 11 日，社员的
6000 多亩小麦全部收完。目前，剩余的所有麦
田都是合作社流转的，小麦收割今天就会全部
结束。”看着收割机忙碌地在田间穿梭，平陆县
祥宁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郭建喜的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平 陆 县 祥 宁 种 养 专 业 合 作 社 成 立 于 2013
年，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社员已经由当初的 10
户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户，合作社现有有机农作
物种植基地 780 余亩、饲养棚圈 5 处、大中型机
械 130 台、植保无人机 12 架、灌溉设施两套、机
井一座。2021 年，合作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

多年来，合作社持续加强良种、良机、良法
的推广，致力于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旨在提升
粮食单产和品质。今年的小麦取得了不错的收
益。

“合作社共经营 6000 多亩地，种植的小麦品
种是邯农 1412，今年平均亩产在 500 公斤左右。
6 月 11 日，市、县农业专家在合作社的一块麦田
里进行实地测产，经过严格的流程操作，现场实
测那亩地实际产量为 630 公斤，这个单产在全县
乃至全市都是处于较高水平。”郭建喜高兴地
说，平陆的地都是纯旱地，这里的单产这么高，
既与当地的小气候有关，同时也与社员们的精
耕细作以及精细化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麦田里收割机隆隆响，合作社院内同样传
来隆隆声。

进入平陆县祥宁种养专业合作社大院，一
辆辆运送麦子的三轮车来回穿行。仓库里，三
轮车竖起车斗，车里无论是散装还是袋装的麦
粒，全部被倾倒在地。一辆大铲车舞动着铲斗
将麦粒铲起往上翻运，不一会儿，原本小堆的麦
子就变成了一座连绵不绝的金黄色“麦山”。

“我们这个存储仓库能存放 800 多万斤小

麦。”郭建喜说，这些麦子是专门为山西晋太晋
思源制粉有限公司准备的。等到下一个节日来
临的时候，公司会派人把这些麦子运到面粉厂，
随后将其磨成面粉给员工发放节日福利。

山西晋太晋思源制粉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国有企业，2021
年，该公司与平陆县祥宁种养专业合作社签订
小麦供应合同，每年以每公斤高出市场价 0.05
元到 0.1元的价格收购这里的小麦。

郭建喜说，今年是合作社跟山西晋太晋思

源制粉有限公司合作的第 4 年，对方给的价格
高，所以合作社收购农户小麦的价格也高。现
在小麦收购市场价是一公斤 2.3 元，合作社收购
农户的小麦价格在一公斤 2.4 元—2.44 元之间，
而且是当场结算。

在部官镇西祁村一个小麦存储仓库旁，比
起那壮观的“麦山”，更吸引人的是两名财务人
员身前的那一摞摞现金。两人中，一个负责记
账，一个负责数钱，而后将钱款发放给一旁等待
的农户。

部官镇郑沟村村民袁守申很快就领到了自
己的 2.7 万元小麦销售款。小心翼翼把钱装进
口袋后，他笑得合不拢嘴：“前几天已经领过一
笔钱了。我家一共种了四五十亩小麦，离这个
收购点最近，只有二里地。今天的收购价是 1.2
元一斤，卖了两万七。我也是合作社社员，自从
加入合作社，种粮食都能有钱赚，大家的积极性
都很高，获得感、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我不是合作社社员，但也把麦子送到这里
收卖，这里的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斤高出几分钱，

别小看这几分钱，算下来我们能增收好几百块
钱呢。”旁边一名农户说。

带领大家种粮赚钱，农户心里甜，郭建喜心
里更高兴。近段时间，由于每天都需要不停地
去筹措资金，他处于十分忙碌的状态，却也忙并
快乐着。

今年，平陆县祥宁种养专业合作社在全县
设了 4 个小麦收购点，两个设在部官镇，还有两
个分别设在洪池镇、杜马乡。郭建喜每天要做
的就是哪个收购点的财务人员手机转账被限额
了，他就带着现金过去“救场”。

“西祁村这个收购点小一点，一天能发 60
多 万 元 ， 其 他 的 收 购 点 每 天 各 需 要 100 多 万
元，有时 200 多万元。这些钱，有合作社的存
款，也有银行贷款，还有跟朋友借的。粮食收
获季节也是合作社最需要流动资金的时候，这
个收获季下来，合作社需要流动资金 4000 多万
元。”郭建喜说，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
才有保障。

双手捧起一捧麦粒，郭建喜看着仓库里的
“麦山”说：“这一捧麦粒就值一块四五呢，仓库
里这么大一堆，得有多少个一块四五。”

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
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

平陆县祥宁种养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
坚持以民办、民管、民受益为宗旨，以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民主管理、自我发展的组织原则进行
运作，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和运作程序，确保
合作社健康有序发展。

在农作物种植上，平陆县祥宁种养专业合
作社以打造黄河金三角放心粮油基地为宗旨，
坚持规模化种植、专业化管理、系统化分工、
资本化运作、产业化经营的方针，先后流转土
地 780 余亩，粮食统一种植、统一收购、统一
销售，采用有机生态技术种植，执行国家绿色
食品标准，全程跟踪监控生产，保障粮食安
全。

平陆县祥宁种养专业合作社现有 200 多户
社员，其中有一部分社员在种庄稼的同时，还
从事着肉牛和肉羊的养殖工作。麦子收割完
毕，养殖户把地里的小麦秸秆收集回家，加工
后喂牛、喂羊。

“现在合作社有十几户社员搞养殖，共养
了肉牛 100 多头、羊两三千只。”郭建喜说，在
养殖上，合作社采取的也是统一管理的方式，
统一饲料配制、统一防疫、统一销售、统一技
术培训、全程跟踪监督，确保防疫质量和防疫
密度。合作社重点发展原生态饲养的新型经营
方式，以“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实现合作
社、农户双赢，引领农民走产业化经营之路。

聚 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

6 月 14 日，平陆县米汤沟大桥雄姿初现，崭新的大桥如卧波长虹，横跨东西两岸，桥
墩整齐有序、桥面笔直平坦，与蜿蜒荡漾的碧波、雄伟的三门峡大坝交相辉映，构成了一
幅壮美的画卷。

米汤沟大桥工程是山西省重点工程项目，工程路线长 1.209 公里，主桥跨径 488 米，
投资 6579 万元。大桥建成后，将改善区域路网现状，推动平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黄河
旅游资源开发，在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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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收夏播的紧张时节，在永济市张营镇
常里村农户李民家的地里，收割有大型联合收
割机，播种有播种机，站在地头的他显得无比
悠闲自在。这种轻松是永济市小麦收割环节托
管、玉米播种托管给他带来的。

“我们村在张营镇小麦种植面积是最大的，
总面积有 6000 多亩，几天时间就能全部种上秋
粮。”作为这次小麦收割环节托管的直接组织
者，张营镇黄龙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
登科对作业效果十分满意。

永济市是外出务工大市，为了解除在外务
工人员夏收夏播的后顾之忧，永济市探索出了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农机服
务组织+农户”四方受益的农业托管新模式，让
种粮方式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保证了粮食安
全，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今年，永济市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
心已经建成投入运营，永济市气象局在 MAP 农
场核心区域采用“云+端”架构新建的智能自动
气象站也投入使用，这些都将为农业生产托管
插上智慧化的翅膀。

截至目前，参与永济市农业生产托管试点
项目小麦收割环节托管的 16 家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9 家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完成了 13 万亩
的小麦颗粒归仓工作和 10 万亩的秋粮播种工
作。

永济市的这种高效作业情况只是运城市大
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有机衔接，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的一个缩影。

农业生产托管是在不改变土地经营权的情
况下，将耕、种、防、收等部分或全部作业环
节 委 托 给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完 成 的 农 业 经 营 方
式，它是农业经营方式的一场变革，具有旺盛
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017 年至今，我市连续 8 年承担中央财政支
持的省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项目，服务面积
约 700 万亩，涉及小农户 70 万余户，在实践中成
功探索出一套以农户为主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广
泛参与，围绕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提供全程托
管、菜单式托管、个性化的单环节托管三大服务
方式的托管模式，实现了托管服务面积位居全省
第一、带动小农户数量全省第一，并且率先将集
体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托管相结合，解决了“谁
来种地、怎样种好地”和“集体经济怎么发展、农
民怎么增收”等诸多难题。

近年来，我市坚持农户自愿、市场主导、政府
指导、基层组织服务的原则，把推进农业生产托
管作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调整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的重要举措，主要从试点先行、党建引领、
节本增效、智慧托管等方面来推动。

——试点先行，全面覆盖，农业生产托管
稳步推进。自 2017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项
目工作开展以来，各县 （市、区） 发展模式因
地 制 宜 ， 各 有 千 秋 。 全 市 按 照 “ 围 绕 主 导 产
业、突出重点环节、扩大覆盖范围、集中连片
推进”的总体思路，形成了市级紧盯关键环节
监管，县级狠抓项目实施的良好模式

——党建引领，主体多元，集体经济发展
与农业生产托管循环互促。为充分发挥农村党

支 部 战 斗 堡 垒 作 用 ， 发 挥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统”的功能和居间优势，全市 170 个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探索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村集体经济
收入增加 2000 余万元。

——管理科学，严格程序，中央惠农政策落
地生根。为进一步突出试点项目实施重点，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我市重点支持关系国计民生的粮
食生产，同时积极探索果树、花椒等经济作物的
托管。通过公平公开选择服务组织、层层签订服
务合同、先服务后补助、及时绩效考核追踪、实行
退出机制等措施，做到了“约定有合同、内容有标
准、质量有保证、过程有监管”。

——节本增效，集约生产，拓展农户和主
体增收空间。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通过服
务组织集中采购、集成技术、标准作业、统一
服务、订单收购等，能充分发挥农业机械装备
的 作 业 能 力 和 提 升 分 工 分 业 专 业 化 服 务 的 效
率，有效降低农业物化成本和生产作业成本。
在我市，试点区域全程托管后，粮食亩均增产
20%、亩均节本增收 300 元以上、托管服务主体
收入增加 20%，取得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的实际效果。

——构建平台，智慧服务，以“数字”提
升托管服务。对全市 2017 年以来承担农业生产
托管项目的 322 个服务组织，5676 台农机安装
了北斗定位终端，实现了农机实时定位及轨迹
查询功能，提升了农机调配效率。通过影像图
片实时监控作业数据实现了农机作业自动监控
功能，为保证作业质量、加强项目监管和优化
资源配置提供了决策依据。

托管，让种粮更轻松
本报记者 范 娜

图① 平陆县部官镇
阳朝村的农户在紧张收割
小麦。

图② 平陆县祥宁种
养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收
割小麦。

图③ 平陆县祥宁种
养专业合作社社员在领取
小麦销售款。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范 娜） 为切实抓好“三
夏”生产，确保夏粮丰收、秋粮适时播种，新
绛县珍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新绛县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中心，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通过大数据平台对农机设备进行精准调配，有
效缓解了部分地区农机不足的矛盾，确保了夏
收秋种的顺利进行。

在夏收前夕，该合作社对 180 台小麦收割
机、120 台旋耕机、140 台玉米播种机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检修，确保机械能够随时投入紧张的
夏收夏播工作中去。同时，合作社根据全县各
镇小麦种植分布情况，结合属地化作业和就近
作业原则，对农机作业区域进行了科学合理的
安排，确保了作业效率与作业质量双提升。

在机械作业过程中，合作社安排专人实时查
看农机作业监测平台，根据农机作业情况，及时
进行调配，确保农机分布均匀，避免农机扎堆，
有效减少了农机闲置率，加快了收获进度。合作

社通过精准高效的农机调配能力和全面细致的统
筹管理，确保了夏收夏播工作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合作社还对 8000 余亩良种繁育
田 给 予 了 特 别 的 关 注 ， 制 订 了 专 门 的 收 获 方
案，按照“一种一机，一户一机”的原则，对
农机进行合理分配，确保了良种的纯度与收获
效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方式，不仅提升了农
业生产的效益，也为当地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新绛县珍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精准农机调配做好托管服务 确保夏收夏播无缝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