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政策 挑战变局育出“新希望”

宜川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马学龙
说：“如何逐步实现全县农业生产过程
现代化，保证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种植
成本和生产作业成本‘双下降’，农业生
产效益和经营效益‘双提升’，一直是我
们研究破解的问题和追求的目标。一
年多来的摸索和实践证明，农业社会化
服务有效地促进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有机衔接，让我们看到了新希望。”
在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过程

中，宜川县坚持制度创新，挑战“困
局”和“变局”，实现了托管作业的“及
时化、标准化、效益化”。

一个中心强调度，托管作业及时
化。宜川县、乡两级均成立了农业社
会化托管服务中心，统筹调度指挥托

管主体，结合农时季节，整合使用各
类农业机械设备资源，及时开展“菜
单式”“保姆式”托管作业服务。

两套制度管全程，托管作业标准
化。宜川县建立健全了农机具使用
管理制度和社会化托管服务价格、服
务标准、质量评价等制度，推行了服
务承诺，限时作业，督查验收、绩效考
评等工作机制，确保社会化服务托管
标准统一、服务规范、评价科学。

三种模式联农户，托管作业效益
化 。 宜 川 县 立 足 不 同 产 业 、不 同 主
体、不同环节的生产需要，创新推行

“公司+村集体+农户”“公司+家庭农
场+农户”“村集体+基地+农户”三种
服 务 模 式 ，带 动 小 农 户 参 与 规 模 经
营。同时，把小农户从具体的农业劳
动中解放出来，外出务工，增加了工
资性收入，实现一举多赢。

截至目前，宜川县从事社会化服
务的各类主体 37 家，其中农民专业合
作社 15 家、企业 12 家、村集体经济组
织 10 家，创建“全程机械化+农事服务
中心”社会化服务主体 5 个，拥有各类
机械设备 367 台（套），服务作业面积
4.6 万亩，产值 550 万元；通过社会化
服 务 可 带 动 2130 户 群 众 ，户 均 增 收
900 元，参与社会化托管服务的村集
体组织与小农户收入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了 63%和 42.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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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争日，夏争时。5月初的宜川县，一场“透墒雨”过后，
农民开始忙着播种，农田里呈现一派忙碌的景象。

农机不闲 助力播种跑出“加速度”

“这‘大铁牛’种地就是
快，一次过去两行玉米、三
行大豆就均匀地播种好了，
20 多亩地一个多小时就种
完 了 。 种 一 亩 地 才 30 多
元，价格很便宜，我站在地
头手叉腰就把地种好了，方
便、实惠、省力……”宜川县
英旺乡英旺村党支部书记
高军喜高兴地说。

高 军 喜 所 说 的“ 大 铁
牛”是由英旺乡 7 个村集体
经济联合社入股注资合办
的宜川县英联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大型拖拉机。该
公司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参与农业生产的

“耕种管收”，或给农户提供
“菜单式”定制化服务，服务
托管面积超过 2 万亩。

任宝宏是宜川县宝宏
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有各类
农业生产机械 8 台，除了自

给自足以外，他也干起了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在方圆 50
公 里 以 内 服 务 托 管 农 田
3000 余亩，托管收益颇丰。

宜川县壶口镇坪左村
村民张杰接受笔者采访时
说：“去年，我接受托管服务
以来，人家连犁地带播种一
亩地收 70 元，我干的活少
多了，光除草，一季玉米就
少了两次人工，既省力又省
钱。五亩地下来能节约四
五 百 元 ，还 能 多 增 收 百 十
元，农业托管确实好，今年
我还要继续托管。”

宜川县在解决农业生
产“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等
问题上，紧紧抓住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牛鼻子”，应变
局、育新机、开新局，跑出了
今年播种的“加速度”。目
前，宜川县已经完成春播玉
米、大豆等 7.26 万亩。

整合资源 聚力发展干出“高效益”

为了推动全县农业生
产社会化的发展进程，提速

“农机作业标准化、农资配
送 区 域 化 、农 技 培 训 经 常
化、经营管理制度化”，宜川
县整合“资金、农资、技术、
劳务”等生产要素，拓展农
业增值增效的空间，多方赋
能，协同发力，聚力发展干
出了“高效益”。

英联公司总投资 330 万
元 ，其 中 整 合 资 金 120 万
元，涉及英旺村、羊道村、啊
道村等 7 个行政村，资金类
型有苏陕协作资金、支持集
体发展资金、乡村振兴示范
村支持资金等，积“小钱”变

“大钱”，协同发力办大事。
公司成立后让农户得

到实惠。高军喜算了一笔
账：市场上收割一亩玉米要
90 元，英联公司对本村村民
只收 60 元；市场上春耕浅翻
一亩地要 40 元，英联公司一
亩地收 20 元；市场上播种施
肥一亩地 35 元，英联公司一

亩地收 20 元，还有秸秆饲草
回收等。这样算下来，农户
一 年 一 亩 地 市 场 价 要 215
元，英联公司只收 110 元，为
农户省下105元。

英旺乡副乡长李张丹也
算了一笔账：全乡现有玉米
2.12 万亩，可拾草打捆 4200
吨。结合实际情况，每年可拾
草 1000 余吨，每吨成本 300
元，市场售卖均价600元，年可
盈利30万元。在开展春播、春
耕、收割和秋翻等社会化服务
中，降低群众生产成本亩均
100 元，群众年可增收 212 万
元，户均增收1800元。

宜川县农经站副站长
赵淑梅说，要实现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农户找不到
农机”“农机手获取农活难”
等 问 题 还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
针对这些问题，县上将建设
农业社会化服务数字管理
平 台 ，吸 引 农 户 和 机 手 入
驻，架起“云上”沟通桥梁，
实现精准化服务。

英联公司的播种机在英旺乡播种玉米英联公司的播种机在英旺乡播种玉米。。

因地制宜 聚合资源

让机械忙起来 让农民“闲”下来 让效益提起来
——宜川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侧记

吴武刚 张浩 文/图

本报讯 （吴武刚 张浩
文/图） 为深入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进
一步增强农户法治意识，保
障 农 民 合 法 权 益 ，5 月 16
日，宜川县农经站在县产权
交易中心开展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宣
传活动。

活动期间，宜川县农经
站宣传了农村土地承包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
解仲裁法、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等法律法规，对农户咨
询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发放宣传资料 160 余份。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使
群众充分了解农村土地承
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流
转等相关知识，增强了群众
的法治观念，让群众学会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宜川县农经站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宣传活动

宜川县英旺乡副乡长李张丹（右一）、宜川县农经站副
站长赵淑梅（左一）向笔者介绍秸秆打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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