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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的李鹊镇，
常年以来以生产粮食为主，其他农产
品种植面积有限。小张村的刘超大学
毕业后，主动选择了返乡创业。在经
过多方考察后，他便在村里成立了家
庭农场。如今，刘超的家庭农场不仅
种植着粮食和蔬菜，还集成应用了多
个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逐步形成
了生产、收储、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
格局，走出了一条生态、绿色的智慧
农业发展之路，实现了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多方共赢。

刘超介绍，生态循环是他在经营
中一直坚持的内容。2015年，农场建
设了4座高标准羊圈，开展鲁东种羊
培育。同时建成的还有500立方米沼
气池和过滤沉淀池等设施。“羊粪通
过设施产生出沼气、沼液、沼渣，沼气
可以作为能源，沼液、沼渣可以作为
蔬菜的肥料，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羊
—沼—菜”绿色生态循环链，每年可
处理秸秆3700吨、粪便440吨，产生
的沼气为农场节约成本50万元，实现
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养殖粪便无
害化处理。”刘超说。

农场还积极提升其标准化生产水
平。刘超说：“我们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共同建设小麦、甘薯
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聘请专家作为技
术顾问，对播种、栽苗、除草、施肥、浇水
等过程进行跟踪指导，推广应用微生物
修复等土壤改良养护技术，采用水肥一
体化滴灌设备进行浇水施肥。作物亩产
有了明显增加。”

智慧化也是这座农场的一大特
色。在农场的智能钢构温室大棚内，
配套安装着农业物联网、视频信息采
集等设施设备，通过“智能种植监控
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度、湿度、采
光等数值，实现灌溉、施肥等环节科
学决策和智能管控，减少化肥及农药
用量15%以上、节水60%以上，每年
节约人工成本约30万元。“我们还与
山东省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联网，向
平台传输农场湿度、温度等实时监测
数据及作物生长图像，并从平台获取
基于农场数据分析得出的管理建议，
运用大数据指导开展科学生产，推动
农场逐步由粗放化种植向精细化管
理转变。”刘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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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省邹城市的粮丰供销农
机专业合作社成立已有十年。十年来，
该农机合作社为农户种植粮食提供

“耕、种、防、收、销、管”全链条的全程机
械化服务，带动了6000多户农户发展
粮食规模经营，种植面积超10万亩。

合作社负责人陈宝磊介绍，近年
来，随着合作社服务规模日益扩大，合
作社不断接纳新成员，成员构成多样，
包括农机手、植保无人机飞手、种植能
手、农业技术人员、农机专业维修培训
人员等。为加强组织管理，合作社建立
完善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等内部治理制度，每年年终召开全体
成员大会，由理事长对合作社全年运
营情况作总结报告，对当年做出突出
贡献的成员进行表彰，向全体成员宣
布下年度工作计划。

如何实现合理的利益分配？在位
于大束镇的合作社院中，成员们向记
者介绍道，机手们根据作业量获得劳
务收入，合作社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
本和劳务支出后的部分，60%留作合
作社发展资金，40%用于全体成员按
股分红。合作社积极吸纳年轻人入

社，三四十岁的年轻成员比例由最初
的 20%提高到 45%，为合作社发展
注入了蓬勃动力。

为增强服务水平，合作社也探索
出了许多双赢的路子。例如开展全程
托管服务。合作社与小农户签订农业
生产全程托管服务合同，为农户提供
统一农资配送、统一播种施肥、统一
病虫害防治、统一机械收割、统一技
术指导，推动集中连片种植。在2022
年，合作社开展农作物种植全程托管
服务面积达6000亩。再例如提供种
植示范服务。合作社把长年外出打
工、没有种地能力的农户土地集中起
来，流转土地1500亩，与种业公司联
合打造高产示范田。合作社示范田种
植的优质小麦，每千克可多卖0.4元-
0.6元。合作社还定期邀请成员、周边
种植户、村“两委”干部召开现场观摩
会、实收测产会，推广先进技术，拓展
合作社业务。如今，合作社的业务已涵
盖农业新技术和新机具引进示范推
广、机械植保统防统治、农资购销、土
地托管、综合农事服务，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贡献了力量。本报记者 王凯旋

沂源是山东平均海拔最高的县，
这里阳光充足，空气清新，昼夜温差
大，无论是地貌特征，还是气候条件，
都非常适合种植苹果。沂源大规模培
育和种植苹果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
史。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来的
种植模式逐渐落后，无序的管理模式
影响果农增收，果树品种老、管理人员
年龄老、管理技术老等难题给沂源果
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沂源县
中庄镇南刘庄村，巾帼果蔬专业合作
社成为这场苹果产业转型中的先锋。

南刘庄村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
种植苹果、桃树、大樱桃。可是，村里
的果园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
起来的，树老、人老、品种老、果树密
度大等现象突出。这样的老果园，优
质果率很低，影响着果农收入。为解
决产业升级的难题，村“两委”不仅积
极对种植户做工作，还组织他们到烟
台等地参观学习，转变思想观念。经
过一段时间的动员，在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带领下，有92户果农签订土地
入股协议，建设了136亩老果园改造
示范基地项目，实行规模化经营、标
准化生产、现代化管理。示范基地由
合作社统一投资、运营和管理，争取
300万元贷款作为启动资金，统一购
买苗木、安装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等

设备，高标准建设数字果园。
身兼巾帼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的村党支部书记马春霞说，该项目
坚持以农户利益为先，从第四年开始
按照“七一一一”模式对果品销售盈
利进行分配，即：扣除所有成本之后，
纯收益按照农户 70%、管理人员
10%、村集体10%、合作社10%的比
例进行分配。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人们
的参与积极性。

在数字果园中，统一配备水肥一
体化和物联网设施设备，建成园区气
象信息采集站、土壤环境采集监测
站、数据通信网关设备、虫情信息自
动采集传输设备和监控设备、害虫性
诱自动监测设备等。农户通过手机联
网，就可以对园区进行智能化管理和
自动化控制，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和
人工支出。为确保园区管理质量，合
作社择优确定了几名经验丰富的成
员，对数字果园进行专业化、标准化、
一体化管理。合作社还积极推进产业
链纵向协作，与南刘庄村党建共建企
业华盛果品有限公司合作，利用公司
在储藏设施、果品加工、销售渠道、市
场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对苹果进行
规范化处理、标准化包装，按照市场
需求生产定制果，进一步拓展产品销
路，提升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

发展合作经济，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重要
途径。市场形势的“波诡云谲”，气候的变化无常，国内外竞争
的日趋激烈，让农民们在遭受了一定损失之后，也意识到“抱
团取暖”的重要性。多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农业合作经济发
展，涉及到粮油作物、蔬菜、水果、养殖多个领域。农民们组
织起来了，农业生产综合实力更强大了，面对广阔的市场也更
有底气。在全国各地，类似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山东是农业
大省，多年来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他们
以各自的方式，打造出了农业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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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智慧化、标准化、规模化示范

农机合作社：全程“保姆”服务显真功

沂源苹果：产业升级 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