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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农业现代化的突破点农业现代化的突破点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微观主体支撑。农民合作社作为

新型经营主体之一，在整合农业资源、畅通交易渠道、打造农业品牌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
蔬菜产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未来一段时间，如何推动各地蔬菜产业实现产销对接、促进蔬菜交易市场形成？农民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将
会是重要的实现途径。今年由农民日报社举办的“2021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名单正在公示，山东有多家优秀合作社入选。记
者此前也曾实地采访过其中的几个合作社。他们的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发展方向？

来，蔬菜产业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培
育品质蔬菜，还要注重打造品牌蔬菜。

东华蔬菜专业合作社已有了“庞东”
“景花”“蔬魁”三个蔬菜品牌，供应市场
涵盖四川、重庆、海南、云南等地。“我们
既要做优质蔬菜的供应商，也要成为品牌
商，让消费者认定我们的品牌蔬菜。”庞东
说。合作社被认定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生产基地，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生产基地潍坊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五彩椒、小黄瓜、丝瓜、长茄……60余种
蔬菜将直供粤港澳。这也对合作社的各项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南木桥村，通过学习和交流，菜农的
无土栽培管理技术迅速提高，所种植的西红
柿从开始的每亩年产2万6千斤提高到每亩
年产 3 万多斤，菜农的经济收入增长了

30%。南木桥的西红柿不仅通过了国家的无
公害食品认证，还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2014 年，合作社为生产的西红柿注册了

“双桥兴”商标。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以
来，有效整合了该村的蔬菜资源，实现了企
业与农村，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团结互助，技
术共享，共同发展，探索了一种引导群众共
同致富的新型组织形式，为农业产业化，农
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寿光已在寿北盐碱地地区推广“南木
桥”模式，为盐碱地注入增收新动能。对
此，合作社有了新想法：以科技为动力、以
村民致富为目标，全力推进蔬菜生产产业
化，全面激活生产发展要素，继续探索党建
引领、村社互动、抱团致富、以产业振兴带
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如何才能把蔬菜卖到更大、更广阔的市
场？考验的是两点：一是持续供应能力，二
是品质蔬菜生产能力。

庞东说，合作社从成立的那天，就把生
产高品质蔬菜作为目标，力求让每一个社员
都能享受到品质蔬菜升级的带来的红利。多
年运输蔬菜的经历，让庞东掌握了许多市场
资源，能够保证合作社的蔬菜销售。但庞东
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探索生产出品质更高
的蔬菜，卖到更高端的消费市场。“高品质
蔬菜，价格就是高，能让社员们多赚钱。只
有让社员们赚钱了，大家才愿意继续跟着你
种菜。”庞东说。合作社的蔬菜主要供应南
方一、二线城市的大型商超和市场，当地对
蔬菜品质要求的逐年提高，也倒逼合作社采
取更多有效措施，推进高品质蔬菜的生产。

品质果蔬对农户的种植技术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种植品质果蔬过程中，标准化的农
事操作、严格的药肥管控等措施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推广品质果蔬品种的同时，搭配以
全程、专业的管理技术，也不失为一种有效
的模式，也越来越受到欢迎。位于寿光市侯

镇的小龙干果树专业合作社采取的就是这种
“产品+技术”模式，给多地农户带来了高
收益。受制于种植技术、管理水平等因素，
一些地方即使有了独特的品质果蔬品种，也
难以种植出符合市场标准的产品。合作社负
责人蔡英明研究葡萄种植技术多年，最终发
明出“蔓性果树小龙干技术”。“葡萄“小
龙干技术”与传统葡萄栽培技术相比优势明
显，如葡萄侧枝少省工，品质好产量高，病
害少，无大小年等。在实际生产中，种植户
需要把握出芽、防病时机等关键技术要点，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模式的优势。”蔡英
明说。

随着技术的日渐成熟，近年来，合作社
不仅将水果卖到了各地，也实现了技术输
出。合作社采用多种形式，在全国各地水果
产区进行技术推广。小龙干技术也在新疆、
甘肃、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广泛传播。河
北省饶阳县、山西省永济及周边县，更是在
合作社的技术指导下，各形成了 10万余
亩的葡萄生产种植区。技术输出已逐渐成为
小龙干合作社的主要业务。

在蔬菜产业的多年发展中，合作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通过将分散生产的菜农组织起来，以统一的生产标准做规
范，逐步实现蔬菜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组织化。同时，
以合作社为主体的经营活动，有利于打造蔬菜品牌，打进各
地市场。近年来，随着市场对蔬菜品质需求的不断提高，也
对合作社的提档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蔬菜之乡的山
东省潍坊市寿光，果蔬合作社几乎遍地开花。位于该市洛城
街道的东华蔬菜专业合作社，2019年被认定为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潍坊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

在东华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包装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将彩
椒、丝瓜等蔬菜分别装箱。这批蔬菜将被运往成都、重庆的
大型超市或农贸市场。负责人庞东介绍：“正常的情况下，
每天平均有3万斤蔬菜从这里出发。旺季是每天能达到10万
斤，最少也有2万斤。”据了解，这些蔬菜都是由合作社的
社员生产，遵循合作社制定的生产规范，实现农业生产可追
溯，品质得到了很大的保证。合作社生产的60余种蔬菜，
经过统一包装、贴上商标，一车一车运送到客户的手中。如
今，合作社的生产基地包含了周边多个村庄，供应蔬菜品种
也增加到了60余种。合作社近年来还通过推进土地适度规
模化、集约化经营，逐步形成了集绿色蔬菜种植、销售、标
准化生产技术推广于一体的300亩蔬菜生产基地，拥有高标
准大棚130个。

双桥无土栽培蔬菜专业合作社位于南木桥村。据介绍，
南木桥村早年间由于靠近渤海湾，浅层地下水受到影响含盐
量升高，只能种植极少数的耐盐碱作物。为了增收，村党支
部先后试种苜蓿、冬枣，但效益都不好。几经尝试，加上考
察其他镇村情况，村“两委”认清了形式，只有依托寿光的
蔬菜产业优势，摆脱土地的束缚，探索用无土栽培的方式，
在盐碱地上种大棚，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致富道路。村“两
委”多次讨论研究，确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坚定了建
设无土栽培蔬菜大棚的决心。全村土地大调整，预留出土地
160亩建设无土栽培蔬菜大棚。2009年3月，该村党支部领
办，成立了寿光市双桥无土栽培蔬菜专业合作社，支部书记
李本兵任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成立后，大棚水井、送水管
道、供电线路、变压器等公共设施由合作社统一管理与维
修，这样不但减少了菜农的投资，而且满足了菜农的供水、
供电需求，保证了菜农正常生产，为菜农解决了实际困难，
打消了部分菜农的弃棚想法。同时，帮助菜农联系客户收购
产品，合作社安排专人联系蔬菜经销商，统一收购合作社农
产品。2009年上半年，菜农生产的蔬菜全部售出，菜农的
收入大大提高，彻底扭转了部分村民弃棚的想法，同时吸引
了更多村民建设无土栽培蔬菜大棚的热情。

培育出一条强大的产业链

品牌强农 打造出蔬菜产业的“旗舰店”

让农业生产走向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