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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产销一体的
农场运营模式

为了让果蔬的品质更好，农场依托合作
社进行了统一、标准的生产管理。孟令欣说：

“与一些现代农业园区一样，合作社对社员
和产品的管理也实行了‘六统一’，将农资供
应、技术指导、品牌包装、销售渠道等环节，
统一在规范的管理制度下。‘六统一’的最终
目的，就是实现果蔬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以
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尤其是面对近
年来线上销售模式的爆发式增长，果蔬的标
准化生产也要与新的线上销售‘合拍’。”为
适应市场对品质蔬菜的要求，如今，菜农们
更多地学会使用生物农药、菌剂、有机肥、
菌肥等产品，学会了保护土壤环境的同
时，提高蔬菜品质。

农场负责人孟令欣表示，纪润家
庭农场始终坚持“绿色、生态、安全、营
养、健康”的经营理念，不断发展高效
智慧型农业，培育优质有机品种，从
2016 年至今，已培育出了“富硒茄
子”、“富硒西瓜”、“富硒羊角蜜”等七
大类、十几个有机蔬菜品种，并全部通
过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国家质量
认证中心验收，获得绿色食品基地和良
好农业GAP认证，被中国农产品流通协
会评为全国农产品百强企业。同时，纪润
家庭农场立足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着力
打造特色品牌，先后申请注册了“寿光茄
子”“寿光黄桃”两个地理标志产品，取得了

“塑钢大棚骨架”“手工黄桃罐头”两项新型
实用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注册了“孟家高欣”

“纪润”两个商标品牌，扩大了农产品的知名
度，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价格。

农场的果蔬产品主要通过两大渠道销
售，一是农超对接，二是线上平台。农场为多
地的大型商超供货，生产的果蔬供应范围几
乎覆盖全国。线上平台合作则涵盖了盒马鲜
生、淘宝、天猫等，主要是为一些品牌生鲜供
货。无论是大型商超还是品牌生鲜，都对果蔬
的大小、果型、颜色、农残检测等有具体要求。
农场对所有销售的产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
报告，经检测合格后才允许采摘上市销售，检
测数据会直接上传到农业局监管平台，提高产
品生产经营过程透明度，极大地提升了农场优
质农产品“走出去”的水平。孟令欣介绍，为保
证果蔬安全，农场规定在果蔬采摘前进行农残
检测。只有检测结果合格后，才可以采摘。“我
们为农户提供的一系列便利服务，减少了农户
的一些后顾之忧，让他们想种、敢种，种出的
果蔬不愁卖。正因如此，菜农们才更加支持
农场的工作，服从统一规定。我们的蔬菜才
能进一步走向标准化。”孟令欣说。

农场成立后，孟令欣带头到全国各地考
察，积极寻求更多的市场资源，经多次实地
调研和接洽，最终达成了与全国各地的大型
超市、酒店、连锁餐饮、部队后勤保障及批发市
场的长期果蔬贸易合作。在保证线下交易的同
时，农场在近年来还积极探索“家庭农场+电
商”的销售模式，在2017年申请注册了“中国
果蔬平台网”网络销售平台，先后与地主网、淘
宝、供销e家、慧聪、美菜、八喜旅游网等多家
网络销售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果蔬年均销
量18000吨，销售额达1.2亿元。

本报记者 王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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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是一种现代农业种植模式。早在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首次提出，要发
展“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种植模式。而在今年
3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实施新型农业经
济主体提升行动的通知》中更是提出，要鼓励
有长期稳定务农意愿的农户适当扩大经营规
模，成长为家庭农场。近年来，我国家庭农场
发展迅速，且多数为中小型农场。这类中小型
家庭农场，一方面降低了种植风险，另一方面
经营活动更加具有灵活性。山东省潍坊市寿光
积极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有效
带动了农业增收和农民致富。寿光纪台镇孟家
官庄村的纪润家庭农场，通过建立产销一体的
生产经营方式，打造特色蔬菜品牌，成功走向
了市场竞争，年销售额达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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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作社到家庭农场
不断探索现代化生产经营
现在正是设施蔬菜的换茬期，市场上寿光地

产菜的供应总量正在减少，不少合作社也进入了
交易淡季。但在孟家官庄村的令欣蔬菜专业合作
社内却有着另一番景象。早上，一批批新鲜蔬菜被
运到合作社仓库中，工人们对蔬菜进行简单的分
拣、包装，然后装运到物流车中。为了满足终端市
场的消费需求，合作社不断开拓货源地，保证为消
费者全年供应新鲜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孟令欣介
绍，2000年以后，村里蔬菜产业逐步走上正轨，发
展越来越快。于是，很多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如物
流、仓储、销售等等。为了方便菜农销售蔬菜、减少
菜农寻找市场的困难，孟令欣就带领一部分菜农
以入股的形式成立了合作社。随后十几年，合作社
不断扩大，社员不断增多。原来只有收菜、销售业
务的合作社，也逐渐成为一家集生产种植、冷藏、
加工、销售、电商平台运作、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合
作组织。

除了合作社，孟令欣还领头创办了纪润家庭
农场，以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带领村民闯市场、找销
路。家庭农场是一种灵活性强、风险低的农业经营
模式，有利于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品牌化、标准
化。在政策鼓励和市场利好的背景下，全国各地都
兴起了创办家庭农场的热潮。孟令欣在蔬菜行业
中“摸爬滚打”的几十年，自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
难得的机遇。在创办家庭农场上，孟令欣有着不少
有利条件。这些年来，由他创办的合作社已经拥有
了完整的组织体系、标准化的种植规范、技术高超
的种植高手，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强，这些都是他创
办家庭农场的基础。

但家庭农场是什么？应该如何运营？对这一问
题，孟令欣带领乡亲们开始了初步探索。他们到各
地经营成功的家庭农场中学习取经，参加相关的
培训、讲座，逐步对家庭农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一生产经营模式不需要长期雇佣很多劳动力，通
过自身家庭成员的力量，以及农业机械的辅助，完
全可以应付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无论是种植粮食
还是果蔬，家庭农场既能进行灵活有效地调整，也
能规避一些自然灾害和种植管理风险。孟令欣还了
解到，家庭农场若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就可以将以
家庭农场为主体的种植模式连成一片，从而实现更
大规模的种植，有利于农产品品质升级、深加工及
销售渠道的整合和发展。但是，家庭农场在经营中
也会面临资金短缺、销售、品牌等问题与风险。

随着竞争的激烈，纪台菜农也面临着更加变
幻莫测的市场，亟需从产业升级中探索解决之道。
如何将分散的生产力整合起来“抱团”发展？合作
社是一种方式，家庭农场是另一种。2016年，孟令
欣带头创办了纪润家庭农场（下称“农场”），总投
资1000万元，常年聘用管理人员80人、技术员60
人。经过多年的经营，如今，该农场已成为集生产
种植、冷藏、加工、销售、电商平台运作、物流配送
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经营主体。农场下设工程部、
生资服务部、农残检测部、加工部、配送部、物流
部、运营部等多个部门，可独立开展果蔬产销、农
场园区规划、温室工程建设、大棚材料供给、电商
运营、生鲜冷链物流配送、生态采摘观光、生资配
送经营、农技推广咨询等业务。同时，农场还建设
了纪台为农服务中心，为周边农户提供农技培训、
蔬菜冷藏加工、冷链物流配送、农资直供等服务，
调动了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推动周边大
棚的升级改造和新技术应用。近年来，农场更是探
索创新了“家庭农场+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的
运营模式，吸纳周边的优秀种植户加入农场，严格
按照蔬菜标准化规程进行生产。目前，纪润家庭农
场现有绿色蔬菜种植基地1100亩，带动周边农户
3000多户，带动蔬菜种植基地65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