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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宁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杨加法（江苏省徐州市委副秘书长）

苏伟 朱爱国（江苏省徐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是解决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问题的关键

举措。江苏省睢宁县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紧紧围绕创新农业经营体系这条主线，大力实施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步构建了“品牌订单+初深加工+示范基地+家庭农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形成了“县镇农业公司+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既有力推动了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提升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水平，又解决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等现实问题，

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村级集体经济增强的多赢局面。

一、具体做法

睢宁县以县镇农业公司和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为主体，严格落实农业经营“八化”标准,大力推进土地流

转、规模经营和主体培育，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提质增效。

经营主体一体化。一是培育主体。睢宁县县镇成立农业公司、村成立集体股份合作社，形成“11841”

覆盖全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体系，即 1 个县农业公司（江苏佳盛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8 个镇农业公

司+400 个村集体股份合作社+1万名新型职业农民。二是链接功能。县农业公司为县国资办管理的国有农业

公司，主要职能是农业融资投资、农业重大项目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品牌推广、市场营销和科技合作,

为镇农业公司提供融资、营销和科技支持。镇农业公司为镇政府管理的国有农业企业,主要职能是品牌打造、

农资农机服务、初深加工、示范基地建设、产业规划、仓储物流冷藏等，为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提供全方位

支持。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是村集体控股的农民专业合作联社组织，主要职能是加快土地流转，发展集体农

场和“一村一品”特色农业，服务和示范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是经营面积

50〜100 亩规模适中的家庭农场。三是配套运营。县农业公司整合农业项目，依托担保平台从银行融资，

为镇农业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组建县级农产品的电商和实体销售网络，为镇农业公司发展市场订单;投资农

业重大项目，推动镇村农业发展。镇农业公司为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综合服务设施保障、市

场订单、农资农机和科技服务。村集体股份合作社通过经营集体农场，配套农机、仓储、烘干、冷库和土

地流转等服务，示范带动新型职业农民经营家庭农场。

生产基地规模化。结合镇村农业发展需要,鼓励整村流转土地，确保生产基地成方连片、形成规模，全

县共流转土地 81.2 万亩,其中集体农场 44.5 万亩、家庭农场 31.7 万亩。同时，抓住黄河故道综合开发机

遇，着力打造“一带四园十二基地”，“一带”即黄河故道现代农业产业带；“四园”即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园、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和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十二基地”即官山食用菌，魏

集西瓜、核桃、有机稻米,姚集有机富硒水果，王集花生，双沟鲜食玉米、绿色蔬菜，庆安浅水藕，梁集休

闲农业、现代农业科技展览,桃园桑蚕等 12 个农业产业基地。

经营管理企业化。睢宁县从源头上建立并规范县镇农业公司管理制度。县农业公司成立董事会、监事

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镇农业公司，采取“一办两中心三部”的公司化组织架构，即办公室、植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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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农资采购中心、市场部、技术部、财务部等部门。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由镇农业公司提供资金

作为集体股，成立理事会、监事会,理事长由村书记兼任，村两委干部自筹资金作为个人股,农民以土地入

股,并明确规定集体股份占比不低于 51%,由镇农业公司财务部设立单独账户独立核算、直接监管。

产业体系链条化。通过做强生产基地、仓储物流、初深加工、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等措施，初步形成

了“从市场到田头”的链条化产业体系。一是县农业公司做强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实行线上线下同步发

力，线上销售以“江苏佳盛源”淘宝店铺、微商、1688 平台、天天欢乐购等平台为主，线下大力发展农超

对接、农市对接,并在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和居民区开设‘古黄河”特色农产品实体店，全方位推动睢宁特

色农产品“走出去”。二是镇农业公司做强仓储物流和初深加工。结合镇村农业发展需求，并在双沟、王

集、姚集等镇建设蔬菜、花生、果品等农产品的初加工园区，配套建设镇村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仓储、

物流、烘干、初深加工、市场交易和农产品检测等综合服务。三是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做强绿色优质生产基

地。全面实行测土配方、水肥一体、农药化肥双减、高效节肥、全程机械化时“五个一体化”标准，进一

步做强村级农业生产基地，确保农产品品种更丰富、供给更充足、质量更可靠。

订单营销网络化。县镇农业公司采取“订单+定金”的兜底保障机制，支持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生产,推

动全县农产品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县农业公司主动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农贸市场签订

长期供应订单,根据网销平台、农业市场、实体店需求和镇农业公司签订年度供货合同，确保全县农产品不

愁卖。镇农业公司同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签订协议并支付定金，帮扶合作社照单生产。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在

组织照单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还将部分订单交给家庭农场组织生产,保证了村集体、农户都能获得

稳定收益。

保障体系立体化。睢宁着力从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土地供给、保险兜底等方面，为特色农业经营体

系做强保障。I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县镇农业发展规划,配套建设集仓储、冷藏、烘干、加工车间、

产品质量检测、网销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二是创新金融机制。一方面，依托县农业公司优

势，包装现代农业项目、召开农业银企对接会,为镇村农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整合和争取更多

的涉农资金投入镇农业公司和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引导财政资金成为农业公司国有股和村集体股份合作社

的集体股。三是增加土地供给。通过每年建设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按照新增 5%测算,年可新增集体土地 5000

亩。每年建设 20 个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按照每村新增集体土地 800 亩测算，年可为集体农场经营提供

1.6 万亩的土地保障。四是创新保险机制。在原农业保险基础上,对所有村集体农场实行保险托底，确保不

因自然灾害受损;对县镇村农业给予税收优惠和全额奖励，由保面积转为保产量保效益。

激励方式制度化。对县镇农业公司实行“多劳多得、创新多得、干成多得”的企业化薪酬制度；对于

入股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的村干部,在保证其正常入股分红外,还根据村集体经营性收益的增长,全面做好考

核奖励工作；对入股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的村民，除保证入股保底收益外,还根据村集体经营收益实行二次分

红,初步形成了县镇农业公司、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入股村民的利益共同体。

科技服务社会化。一是建立一批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深化与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省市农科

院等院校的合作,积极对接产业需求，建好黄墩湖滞洪区优质粮食示范区、佳禾农业两个研究生工作站,全

面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二是提升一批镇村科技服务站点。依托 18个镇级“五有”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深化村级服务站建设，确保“十三五”末实现农业科技服务站点全覆盖。三是建设一批科技示范基地。依

托省级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全面加快睢河街道光华村优质稻麦、庆安镇杨圩村高产稻麦、梁集镇梁圩村鲜

食甘薯、王集镇田河村优质小麦、王集镇田河村和陈楼村高产花生、魏集镇稻田养蟹示范基地等 6个科技

示范基地建设。四是招引一批农业专业人才。依托县镇农业公司，聚焦“互联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

“感知农业”要求,进一步招引一批农业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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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成效

睢宁县在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探索，取得了“四增、

三降、两升、一快”的初步成效。

四增。一是耕地增加。依托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村集体农场集中流转、连片整治，平均新增耕地 5%，

全县新增耕地 4 万亩。二是产量增加。通过实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统一推广“三新”技术，粮食作物、

蔬菜瓜果实现每亩增产 10%以上。三是农民增收。农户除获得每亩 800 元稳定土地流转收益、外出打工外，

还可以到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打工，400 个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常态性用工在 4000 人左右、人均年

工资在 2 万元以上，每个合作社每年还需要临时用工日 2000 个左右，每个工日均工 80 元以上，常年在合

作社打零工的年工资收入可达 6000 元。四是集体增收。村集体一般直接经营土地 800〜1000 亩，每亩每年

可获纯利 200~250 元，仅此一项可帮助各村集体每年增收 16 万~25 万元。连片整治新增耕地经营收益权也

归集体，全县流转 81.2 万亩土地，通过整治增 4万亩，村均可增收 4万元。

三降。一是农资价格降低。依托镇农业公司农资集中采购中心，与信誉良好、服务完善的农资供货企

业签订集中采购合同，确保农资质优价廉。二是服务价格降低。县镇农业公司统筹负责，以村集体股份合

作社为主体加强自我服务,实行统：一耕种、统一收割、统一植保、统一技术,有效降低了各类农业生产费

用。三是土地成本降低。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集中整治后，以低于市场价反租倒包给种植大户。

两升。一是农产品品质提升。通过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技术的统一应用，农药化肥使用量

大大减少，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睢宁县魏集镇稻蟹种养示范基地集体合作社通过统一技术和投入品使

用，稻蟹基本达到有机标准。二是农产品价格提升。通过品牌创建、种植模式更新、待市销售和反季节销

售等方式,不断提升农产品销售价格。

一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全县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一定程度上为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优先

条件。睢宁县 2017 年已完成夏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近 6 万亩,打造了中药材、蚕桑、食用菌、鲜食玉米、

花生等 300 亩以上经营示范基地 30个，全年将完成产调 10 万亩以上。

三、问题分析

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睢宁县农业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面临一些制约

因素。

一是资金投入面临压力。据统计，睢宁县在推进新型经营体系建设过程中，400 个村集体股份合作社、

村集体农场一次性购置农机具费用达 2 亿元，县镇农业公司每年需支付土地流转租金近 4 亿元，县镇农业

公司和村集体股份合作社资金压力较大。同时，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

和压力也较大。

二是市场推广存在短板。县镇农业公司在加快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重产品质量轻市场营销、

重传统渠道营销轻现代平台建设等问题，部分镇农业公司产品推广意识不强、营销手段相对滞后,营销人员

多为干部,整体营销能力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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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科技服务有待提升。县级层面存在引进农业高科技项目少、科技创新中心孵化转化能力不强、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示范带动能力弱等问题。镇级农技推广服务能力距离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部分镇农技中心硬件设施陈旧、专职农技人员严重匮乏。村级存在农业“三新技术”应用程度不高等问题。

四是人才素质亟需提高。睢宁县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中，都面临着缺乏懂技术、会管理的专业性人才的

问题。县级农业专家库建设水平仍需提高，政企学研结合力度仍需加强；镇级农技人员年龄普遍偏大、工

作积极性偏弱；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的管理层多为村干部，缺乏专业型农业人才的参与。

四、相关建议

针对睢宁县在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经调研分析,建议围

绕“加大四个力度”进一步创新突破。

一是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建议出台鼓励性政策，降低风投基金等各类社会资本准入门槛，支持县镇农

业公司开展投融资平台建设。放宽农业信贷条件，提高贷款额度，允许县镇农业公司为村集体股份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贷款、信贷担保等服务，切实解决“融资难”“担保难”问题。

二是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建议构建镇村特色农产品名录，加大与国内知名电商平台的联合营销力度,

定期组织县镇级农业公司“走出去”参加农交会、农洽会等推介活动，并在全国省会城市设立特色农产品

直销网点。

三是加大科技支持力度。建议积极对接健全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的专家人才库,完善“院校+专家+县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镇村科技服务站点+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特色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积极向上争取各类政

策、资金、设备和项目，经常性组织镇村农技人员参与省市级科技培训，为真正建立“农技人员直接到户、

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长效机制做强保障。

四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根据县域现代农业、休闲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需求，建立完善“牵线搭桥”

机制,保证县区与国内外、省内外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龙头企业、高校建立广泛联系,确保人才招得进。进

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出台鼓励农业高层次人才驻镇入村的鼓励机制，确保人才留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