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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河东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猛，对全区农业农村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

进程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着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截至 2020 年年底，河东区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1282 家，

总从业人数 1327 人，总注册资本金 30.83 亿元。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Hedong District, China 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district’s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re facing innovations in development paths and development models. 

As of the end of 2020, there are 1282 specialized farmer cooperatives in Hedong District, with a total number of 1327 employees and 

a total registered capital of 3.083 b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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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了创新

性的发展。渊彦农机专业合作社由中国河东区干沟渊村党支

部书记领办，以“委托流转”的方式托管全村的土地，村干

部和党员带头驾驶农机为村民打工种地，按照“土地入股 +

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利益联结方式，将土地成方连片、

化零为整，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发展、集约化管理和机

械化生产，农田单位亩产值和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土地

红利最大化地释放，实现了股民高红利、集体高收益、产业

大发展。

2 基本情况
渊彦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河东区梅家埠街道干沟渊村成立

的合作社。干沟渊村东傍沭河，西邻玉白河，共有 935 户、

2620 人，耕地 2812 亩。人口多但经济力量薄弱，村级事业

发展较为缓慢，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2018 年干沟渊村实

施股田改革，注册成立了渊彦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占地

面积 1600 平方米，注册资金 200 万元，固定资产总值 300

余万元，共有专业农机具 30 余台，以“委托流转”的方式

托管了全村 566 户的 1961 亩土地，转移劳动力 2000 余人，

年增加村集体收入 60 余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达 3 万元以

上。同时，合作社还为周边村居提供农机服务，促进合作社

和村民双增收 [1]。

3 经验做法
3.1 党社联建，聚合力、促发展

干沟渊村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花生为主。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村民兼职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

化现象越发明显，村集体发展困难重重。面对“70 后不想

种地、80 后不愿种地、90 后不谈种地”的突出问题，2018

年 4 月村书记创新性地探索出以村党组织领办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方式，发展壮大村级产业。实行村“两委”成员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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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成员交叉任职的形式，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合作社理事长，

激发了村“两委”成员带动无职党员干事创业积极性，在实

现村集体和群众降本增收，15 名村干部和无职党员带头驾

驶农机为村民打工种地。

3.2 推进改革，惠当前、利长远
合作社推动农村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

展的“两全两高”作业服务，将农机作业范围辐射到周边村

居，通过开展农机服务，村集体经济逐步壮大起来。起初，

合作社成立起来了，农机也买了，在夏种秋收的季节却面临

一个大问题。村民有的习惯种玉米、有的习惯种大豆、有的

习惯种花生。这样零散种植，让合作社的收割机无法“大展

拳脚”，一个个庞大的机器下不了地、干不了活、收不了庄

稼。村民零散种植、资源不集约的问题，让合作社大胆果敢

地想到了土地股份制合作。经过外出考察学习，通过多次召

开的“两委”会研究斟酌，在全体村民会议上严格按照“四

议两公开”程序通过了“股田制”改革方案，老百姓以土地

的使用权入股合作社，每亩地合作社给予一定的分红，农户

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种植、统一管理，并在短短三天内完

成了全村的“股田制”改革工作 [2]。

3.3 社建惠民，确股权、保增收
将土地资源股份化，在土地二轮延包的基础上鼓励村

民按照现行政策以 0.92 亩为一股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将年

度盈余的 60% 按村民土地所占股份进行收益分配和分红，

30% 作为合作社发展资金，8% 用于村集体发展，2% 用于

公益事业。实施“股田制”改革以来，全村土地实现了规模

化发展、集约化管理和机械化生产，走上了由传统农业向现

代机械化农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级农业农村部门政策上给

予支持，顺利争取到了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村居一半

以上耕地进行农田水利设施优化升级，大大提高了农田防汛

抗旱能力；同时对农田生产路进行相应整修，更有利于大型

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配合新购置的 6 台喷灌设备可对农田

进行全覆盖的节水灌溉，有效地提高了粮食单位亩产量。当

前，通过订单农业和村企合作，实现了统一购种、统一购肥、

统一整地、统一种植、统一收获、统一销售的“六个统一”

管理。经过一年的实践，合作社年度经营性收入达 210 余万

元，村集体增收 60 万余元。除了让老百姓得到了普惠性的

一亩地 800 元保底收入和不低于 100 元的分红，还彻底把老

百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就业达 600 余人，有效地促进

了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村民户增收也达到了 3~5 万元。

3.4 水田治理，求创新、找亮点
2021 年，干沟渊村两委带领种植大户赴中国江苏、浙

江等地考察水稻种植技术，探索确定了华梗 5 号、华梗 6

号、月光 3 个高品质水稻品种，投入 1000 余万元，一期试

点 750 亩水田栽培，先后邀请市区专家到地指导，目前水稻

长势良好，预计 10 月份可获丰收，较同期可再增加村集体

收入 30 余万元。同时，村两委放眼长远，联合周边村居，

流转土地 1000 亩用于二期水稻建设，进一步拓宽水稻覆盖

面，带领村民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启示
4.1 集体经济要发展壮大，激发党员干部的奋斗精

神是关键
干沟渊村建立了合作社工作机制，助推村“两委”与合

作社同心同力共谋发展，15 名党员干部立足消除群众顾虑，

带头加入合作社，驾驶农机为村民打工种地，以实际行动扩

大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营造出

合作抱团奔小康的生动局面。

4.2 集体经济要发展壮大，将发展劣势转变为助力

优势是出路
干沟渊村以前一直以村民零散种植为主，资源集约程度

低、土地碎片化严重，制约了单位亩产值和人均收益的提高。

成立合作社以后，按照“土地入股 + 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

利益联结方式，将土地成方连片、化零为整，实现区域化布

局、规模化发展、集约化管理和机械化生产，农田单位亩产

值和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土地红利最大化地释放，实现

了股民高红利、集体高收益、产业大发展。

4.3 集体经济要发展壮大，需要由点带面，典型引

路带着干
合作社大力推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不仅要道路

正确，还要方法正确。干沟渊村合作社，以山东好运角田园

综合体为依托，打造一批“一村一品”先进村居，形成协同

发展、聚势崛起的强大合力。

合作社以点带面，连片打造，依托山东好运角田园综合

体的大平台，加快“荷塘月色”立体农业基地、丹枫园、张

贺特色水果示范园、黄贺蜂蜜、王贺桑蚕等特色农业基地建

设，完善发展“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做大做强现有

产业规模，实施连片打造、抱团发展、合作共建的发展模式，

形成协同发展、聚势崛起的强大合力 [3]。

5 结语
新时代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紧紧依靠村党组织引领，

从而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和凝聚力，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引进

先进科学技术，不断壮大合作发展；要立足做精做强产业，

不断发展提升绿色、科技、品牌效应，逐步将合作社做大

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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