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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综合社“345”试点模式观察 

韩敏/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农业农村局 

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经营模式，江苏省从 2014年起，组织实施农民合作社综

合社试点，以小农户为基础，构建服务全村全覆盖、收益全员共享有的农民互助合作综合体。南京市高淳区按照省试点要求，

积极探索、大胆实践，至今已组建 4 家综合社，其中桠溪街道桥李社区作为试点之一，围绕提升村域主导、特色产业，提高农

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高淳区苏峰经济林果专业合作社为综合社建设载体、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依托、以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农民合作社综合社“345”试点模式观察韩敏/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农业农村局阮庆文/本刊记者为核心开展综合社试点，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招”并举，突破瓶颈用力 

桥李社区地处桠溪街道北部，位于国际慢城中心区域，全村 810户 2605人，11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区域面积 8.2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 3300多亩，林地 3500多亩，水面 1000 多亩，依山傍水，远离喧嚣，自然环境幽美，景色秀丽怡人，是有机

茶种植的天然宝地。2007 年 9 月，由村集体牵头组建了高淳县苏峰经济林果专业合作社，引导农户发展茶叶及经济林果产业，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拓展、创新、提升”成为驱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三招”。 

拓展壮大产业。桥李村茶叶产业发展起步于 1998年，当年村民零星种植茶叶几十亩，村集体茶叶种植面积不足百亩，为提

高制茶质量，组建了一个小作坊式的茶厂。2001年成立了南京桥李贸易有限公司，全村茶叶种植面积扩展到 260亩。2002年以

公司名义注册了“苏峰”商标。2003 年产品通过了有机认证，茶叶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为把小农户组织起来，培

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2007 年由村集体牵头，5 名村干部发起组建了苏峰经济林果专业合作社。2011 年合作社吸纳了部分林权

改革后有茶园的农户入社，基地面积扩大到 370亩。2015年起，年富力强的芮忠明担任桥李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兼合作社理事长，

为理清村办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权责关系，在他的推动下，2016 年桥李社区开始实施综合社试点，吸纳全村林

权改革后拥有茶园的农户全部入社，村办企业——南京桥李贸易有限公司入股合作社，商标及有机认证与合作社共享。截至目

前，成员由最初的 5 户增加到 346 户；出资额由 5 万元增加到 800 万元；基地面积由 200 多亩增加到 1210 亩，其中有机茶 910

亩，果蔬 100亩，苗木花卉 200 亩；经营收入由不足 20万元增加到 650万元；经营范围从单纯的茶叶产销拓展到以茶叶为主，

花卉、果蔬、苗木等多产业融合发展。2017年芮忠明当选南京市人大代表，2018年苏峰经济林果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

社。 

创新发展方式。重点聚焦组织和业态两个层面的创新。在组织创新上，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原则，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社区集体领导原则，社区“两委”成为综合社建设的实施主体，社

区干部成为综合社建设管理的骨干力量；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支持社区以资金、资产、资源，农民以承包地经营权及其他方式

入股综合社；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充分发掘社区资源、产业优势，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壮大合作经济实力。另一方面，积极探

索股份合作。由社区独资企业——南京桥李贸易有限公司代表集体入股苏峰经济林果专业合作社，占股 87%，出资额 697.5万元，

具体构成为：货币资金 50万元，茶叶加工厂房作价 450万元，设备作价 97.5万元，集体土地 455亩作价 100万元；农户以 455.56

亩土地作价入股，占股 13%，出资额 102.5万元。清晰的人员构成、产权明细、权责内容为综合社内部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在

业态创新上，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借助国际慢城这一名片，以美丽茶园、花香果园为亮点，围绕慢城生态文化和休闲观光农业

两大主题，打造“慢主题—民俗文化—美丽乡村”三位一体的“七彩桥李”，吸引旅客休闲观光、采摘体验，形成以“春茶夏花

秋果冬笋”为重点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开拓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业态，成为绿色生态型、三产融合型综合社。近三年来休

闲旅游人数达 5万人次，带动户均增收 2000多元，拉动了农旅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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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品竞争力。为提高“苏峰”茶叶品质，合作社在硬件建设、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上下功夫。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投入 480万元，对 800 多亩有机茶园进行喷滴灌设施建设，购置了一批杀虫灯和防霜机；投入 98万元翻新、扩建茶厂，

建设社员培训中心及茶叶展示厅；投入 348万元建设一条自动化茶叶生产流水线；投入 205万元更新白茶 150亩，黄金芽 50亩。

二是加强人才建设。“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组织社员参加省、市技术培训班，前往浙江安吉等地学习制茶工艺；邀请

专家、教授亲临合作社田间地头传授实践技能，演示操作要领，引入炒茶制茶专业人才，按照有机茶标准规范生产、管理、加

工流程。三是加强品牌建设。合作社“苏峰”牌茶叶白亳隐露，色泽润绿，茶汤清澈明亮，滋味鲜爽甘醇，是名符其实的沁心

佳茗。结合“苏峰”茶品牌创建，已开发出碧蓝针、碧螺春、雨花、炒青、白茶、黄金茶多个系列品种，“苏峰”茶叶连续 16

年通过有机认证，获得南京市名牌产品等称号。2016 年、2017 年，“苏峰”牌碧蓝针茶叶连续在南京市雨花茶质量评比中荣获

银奖，产品畅销上海、北京、苏州、无锡、山东、安徽等地，深受消费者喜爱。 

“四+”赋能，聚焦重点发力 

桥李社区结合实际，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开创了“四+”综合社高质量发展之路。 

“+党建”。合作社党支部在社区党总支领导下开展工作，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争当“党员种植标兵”“党员营销标

兵”，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事业强筋固本，着力将党建发展的“温度”和“质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获得感”，

营造党建强社、合作富民的良好氛围。 

“+主体”。构建“合作社+公司+农户”的集群发展模式。合作社将农户组织起来发展产业，村办企业——南京桥李贸易有

限公司入股合作社，牵头实施标准化生产。鼓励农户以货币资金、现有资产、承包地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入股，村集体共同参股，

建设以村集体为主导的综合社实体。扩大苏峰经济林果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规模，通过专业化合作生产，统一品种、统一农资、

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销售，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平台”。探索构建集综合社生产经营服务和社区便民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实现综合社与社区共建共享共发展。

综合社板块着重开发生产、加工、销售、技术信息服务、农业保险、劳务用工等功能，为社员提供技术指导、资金支持、销售

渠道等各项服务；社区服务板块重点建立网格化管理资料信息库，让社区干部及 6 个网格的责任人、责任范围、联系方式等信

息一目了然，让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都能在平台中找到答案。 

“+文化”。我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讲好“小茶叶”的故事，对于提升产业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作用。综合社通

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制作了《茶香桥李》主题宣传片，联合南京艺术学院创作富有桥李特色的歌曲《茶香桥李》，并结合歌曲编

排采茶舞，将桥李的山、水、林、田、湖通过歌舞的方式呈现出来，进一步舞亮了桥李茶文化、唱响了桥李茶品牌。 

“五帮”富农，瞄准焦点着力 

综合社试点的核心是丰富对社员的服务功能，强化对农村生产生活全领域全方位的服务，在坚持自愿的基础上，吸纳本村

所有农户入社，开辟了帮助低收入农户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帮种摇钱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盘活资源、资产、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特色优势主导产业，种上“摇钱树”，提高土地产出率与产品附加值。 

帮搭过河桥。有组织的收集分析市场信息，有效解决了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等、交易效率低等问题，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

场的有效衔接，是一座信息桥；解决了小农户缺良种、缺技术、缺资金的难题，是一座服务桥；通过统一采购农资及农业生产

设备，统一销售产品，增强议价能力强，拓宽销售渠道，是一座购销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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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铺致富路。综合社的建设拓宽了农民稳定增收的渠道，入社农户每年可以享受三方面的红利：一是成员土地入股分红共

27 万元；二是村福利分红共 33 万元；三是村民在合作社打工获取收益 150 万元。2018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25600 元，超过全

镇农民人均收入 2000元。村民张登宏有 3亩旱地，以前种麦子，不下雨没收成。现在以每亩 450元的价格流转到综合社，种上

了茶叶。2018 年土地租金收入 1350 元，集体分红的股金收入 1620 元，夫妻俩在茶园采茶打工薪金收入 5 万元，成了名副其实

的“三金”（租金、股金、薪金）农民。 

帮筑防火墙。综合社每年提取 20%的公积公益金，加上村集体股份分红用于防范风险、扶贫济弱、设置公益岗位托底和低保

政策兜底的保险保障体系，建设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大大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农民群众的增收加上双保险。 

帮建连心家。在综合社这个大家庭中，农民群众开了眼界、涨了志气、活了脑袋、富了口袋。综合社对农户中的“613899”

人群进行实质性的帮助，帮助儿童开设校外辅导班，组织妇女成立舞蹈队，引进社会组织成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

供助餐、体检等服务，群众的归属感、获得感、向心力、凝聚力在润物细无声中萌生强化了。 

从“四+赋能”到“五帮富农”，综合社创新模式下的服务细分，几乎覆盖社区生产生活的全部环节，成为黏结各种要素的

“万能胶”，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强自我“造血”功能提供了有效路径。综合社将进一步整合村域内资源优势，争取政策

倾斜、项目支持，力争到 2020 年底，实现入社农户和入社面积达全村总农户和耕地总面积 80%左右，着力构建一个“家家有股

份、户户有分红、事事有服务、人人有受益”的现代化美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