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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海陵经验

段月琴 金雅淳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针对农业体量载体较小的区情实际，积极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社会化服务模式，创新农业发展和服务

方式，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围绕新型服务主体，抓示范主体创建。一是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海陵区积极引导从事机耕、机插、机收等农机服务

人员和村组人员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统一机耕、统一育秧、统一机插、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械收割、

统一秸秆还田”综合性服务。鼓励跨村的专业化服务，努力扩大社会化服务覆盖面。全区基本建成“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

捷高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销售过程全覆盖。2022 年秋粮田管期间，全区 67 个服务主体开

展田管服务，重点提供各种托管服务，服务面积约 10 万亩，服务小农户约 6030 户。二是鼓励标准化示范社辐射引领。以小麦、

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方建设为抓手，以“示范户带动农户”的标准化生产示范模式，为农户树标杆、立榜样，使广大从

事农业生产的群众“看得懂、学得会、带得走、用得上”，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作用。截至 2021 年，海陵区创成区级以上

合作社示范社 23 家，示范率 13.7%；全区示范家庭农场 165 家，示范农场率 20.6%。2017 年以来，创成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 14 家。通过开展合作社示范创建活动，引导向有完善的装备设施、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较大的服务规

模、有显著的综合效益等“五有”型农机合作社发展。

围绕小农户组织化，抓规范经营管理。一是创新托管服务方式。培育壮大小农户的需求市场，引导小农户由单环节托管、

多环节托管、关键环节综合托管逐步走上全程托管，鼓励探索“整村推进”“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等生产托

管组织方式，不断提升生产托管对小农户的覆盖率。如市级示范社新科农机专业合作社，以生产托管组织方式，经营土地规模

已达到 580 亩，吸纳劳动力 50 余人，稻谷亩年产量 600 多公斤，小麦亩产量 400 多公斤，固定资产净值 183.2 万元。二是加强

规范化管理。对全区所有农场、专业大户进行彻底排查，符合条件的专业大户引导创办家庭农场，积极创建成区级以上示范农

场。对全区范围内不再经营的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进行梳理，指导注销。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制度建设，如电子记

账制度建设、运营制度建设等，促进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化发展。通过技术指导、购买服务等方式着重培育一批能够抵抗市场波

动的经营主体。

围绕新型生产要素，抓为农服务链条。一是促进农业机械化高标准生产。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

术应用在农业生产领域，在病虫发生防治信息、新农药和新机械推介、机械维修与保养、安全用药和绿色防控等方面提供服务。

如仁海、野山沟、俊国等家庭农场购置插秧机、收割机、烘干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植保机、植保无人飞机、机动喷雾器、拖拉

机等农机，在满足自身规模经营的同时，给周边农户提供耕种、机插秧、病虫防治、收割、烘干等一条龙服务，全面实现农业

机械化高标准生产。二是推动产加销一体化发展。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加工仓储物流等关键环节能力建设,延伸产业链条，

逐步从传统的产前环节，扩展到粮食“订单收购”等产后服务，向产加销一体化拓展。牵头整合生产托管产业链上各类资源，

横向、纵向开展联合，组建服务联合体，提升产业发展带动能力。如苏陈镇苏鑫农资经营部与泰州苏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立

农资销售网络和连锁经营。根据自然村庄进行整合，全区建立 34 个村(社区)综合服务社，全面建成市区、镇、村三级农资经营

服务网点 44 家，开展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全程式为农服务。

围绕产权制度改革，抓利益联结机制。一是巩固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持续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农村集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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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监管责任压实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村集体力量,鼓励有经营能力的专业机构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实现保值增值。推动集体

创办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为农服务牵头作用。二是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规范合作社章程制度、组织机构、财

务管理，完善合作社与社员利益联结机制。引导村集体、龙头企业、合作社通过双向入股方式实现利益联结，鼓励小农户以土

地、劳务、资金等入股合作社，合作社集中资源入股企业。引导企业主体、合作社和农民完善利润分配机制，推广“保底收益+

按股分红”分配方式，明确资本参与利润分配比例上限，维护农民利益。如泰州市市级示范社润营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合

作社+农户”模式，实施企村股份制合作。

围绕农业发展活力，抓农技人才队伍。一是分层分类，开展立足本土的适时培训。海陵区积极发挥农业部门主导作用，联

合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第三方培训机构等优质资源，根据农民从业种类不同、劳作时间不同、素质参差不齐等特点，分产

业类型、经营模式、主体类型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聚集，全区 8 个镇街分时分点开展农民培训。

采用“课堂理论+现场观摩+田间教学”的多元化培训方式，吸纳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方参与，全力提升

农民综合素质。二是整合资源，加大农经管理人才培养力度。重视现有农业经管人才的思想和能力建设，积极组织区、镇街农

经干部进行专题农经业务培训，更新知识结构层次，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鼓励能人、农技人员、村组干部直接投身为农

服务，带头创办育秧合作社，从耕、种、管、收、销全程为农服务。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要求，吸引培育选拔

一批新的专业人员充实到经营管理队伍中。支持大学生、农村能人等以生产托管方式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提

升农村产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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