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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服务 利农富村强农业

吴 琼/特约记者

“去年，我们实行大规模集约化经营，开发新技术，种植新品种，粮食的品质明显提尚，耕种、收割、植保成本也降低了，

900亩小麦收入 70多万元，收益 14万元！”淮安市淮阴区老张集乡孙圩村为民土地耕作服务社理事、村党支部书记居永尚高兴

地说。

像为民服务社这样由村集体领办的土地耕作服务社，正是江苏省在深化农村改革过程中涌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社会化服务业是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分工协作的必然趋势，既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农业结构调整要效益，

又能激发内需潜力，引领农业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是农业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江苏省农委农经处相关人员介绍，

江苏省近年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形成联耕联种、土地托管、家庭农场联盟、土地股份合作、集体农场等多种农业社会化

服务模式。

淮阴区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农民以土地入股，服务社把分散、低效的土地整合起来，从事生产经营，加快

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全区土地流转率由 30%增至 65%。土地交由服务社统一经营管理，切块到人，指标到人，留守农民通过务工

获得工资性收入，既得租金又获佣金，还可实现收益分红。

以吴城镇三园村为例，服务社流转土地 520亩，两季下来，不仅盈利 6.5万元，还带动 20余名低收入户增收。去年，三园

村利用服务社盈余资金，修建近 800平方米的党建文化活动广场，并利用自身收割机械，以低于市场 20%的价格为其他群众提供

机械服务，为十多户困难户提供免费收割服务。

服务社顺应市场需求，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形成“一社一品”，开展多种形式合作，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提高产业整体规模效益。

目前，淮阴区己运行土地耕作服务社 93家，直接经营和生产托管服务耕地面积 30余万亩，受益农户达 7万多户，村均集

体经济增收近 10万元。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创新，让农业生产经营有了更大空间，赋予农民更多增收渠道，带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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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全省多地创新土地服务模式，开拓乡村振兴新路径。

睢宁县双沟镇创新了以“镇托管服务+村集体经营+户利益共享”为特征的农业经营制度，形成独具特色的“双沟模式”。

镇级，成立镇长任主任、农经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办公室，负责全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组织协调和

监督；镇财政出资 2000万元注册秋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全镇农机、植保等专业合作社签订协作协议，对全镇各种服务力量

进行整合，统一调配管理。村级，党支部成员发起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户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成为股东

成员；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收益根据村集体和成员入股资金或农机进行分配。

秋歌公司总经理朱野说，公司实行统一耕种、统一收割、统一植保、统一技术服务，降低各类农业生产费用，每亩节本增

效超过 200元，再加上打破原来一家一户分散耕种，多平整出 200多亩耕地，增加村集体收入 780余万元。

此外，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保证农户每年亩均保底收益 800元，农田整治后新增耕地等收益盈余由村集体和入股农户按 51：

49分红。集体农场经营收益归集体所有。集体通过项目、自有资金投入农机合作社的分红也归村集体。

经过一年多运营，双沟镇以村为单位成立 25个土地股份合作社、25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入股土地 5.6万亩，其中集体农场

经营 3.12万亩，购置、入股农机 250台套。

泰州市姜堰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相关人员介绍，姜堰区通过培育家庭农场联盟这一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场主组织化程

度，降低农场主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科技推广应用。“村牵头创建服务联盟，为农场主提供全程社会服务，解决

了部分农场主自身机具不足的问题，防止投入机具利用率低，且通过服务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姜堰区淤溪镇潘庄村党支部书

记王跃晴说。

盐城农业服务企业克胜集团总经理吴成伟说，农业生产性服务贯穿整个农业生产作业链条，是把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中小

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重要路径。

去年，江苏省农委在睢宁等 13个县组织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区域性综合服务平

台，为农业生产提供全程服务；在全省 1170个村开展扶持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其中 337个村组建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村

集体直接服务农户和农业生产的有效形式。

“我们希望未来几年里，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引导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走

上专业化集约化发展道路，帮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强生产服务功能，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

提供重要支撑。”省农委相关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