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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有企业引领
村民至少可获“三笔”收益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德阳市旌阳区马鞍村 6组
的供民通配送加工中心，看到蔬菜加工车间、恒温
车间等一应俱全。
“先把红椒装盒，一会把青椒加膜……”在蔬菜

加工车间，供民通业务主管卢世峰正忙着嘱咐员工
们分装蔬菜，并将包装好的蔬菜送往超市、餐饮企
业、社区、医院及学校等处。
“这些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从 2022年公司创立

以来，我们就严格遵照行业标准，内部管理全面按
照国家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实施一整套科学规范的
作业流程和服务标准，以服务为导向，集农副产品
生产、蔬菜水果的种植、加工、仓储、配送、综合服务
于一体，在行业内力求做成标杆企业。”卢世峰告诉
记者，“现在我们所在的这里也是城市保供中心，首
要功能主要是保障我们这个城市里的单位和社区
的食材供应，在遇到外界因素等不可抗力的情况
下，能够保证大家都有吃的。”

采访中，记者获悉，公司的发展也带动了附近
村民的增收。“附近村民至少可以挣到三笔收入。”
据卢世峰介绍，首先，流转了附近村民的 600 亩土
地，附近村民有了第一笔“收益”。其次公司会请村
民在流转后的土地上搞一定规模的种植并支付劳
务费，待蔬菜成熟后需要分拣、加工时还会再请他
们帮忙，此外再获得一笔收益。

正在车间里分拣蔬菜的马鞍村 6 组村民肖俊
平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从去年就开始在这里干
活，每月能挣到两三千元收入。”

村民不仅可以在公司车间里操作加工，去年试
行的一种“家庭互助合作经济点”也受到附近村民
的欢迎。例如：剥豌豆、削莴笋、剥胡豆此类食品安
全风险低的操作，不想一直在车间里干活，村民可以把这些菜带回家继续
剥，剥完后再送回车间，这样一来，工作更灵活。

“订单农业 +三位一体”试点
让农户、银行、企业三方受益

受益者不止是附近村民，蔬菜供应商也是收益者。记者了解到，公司的
蔬菜供应商主要来自周边乡镇以及绵竹、中江、广汉等区县，最远能覆盖到
重庆市潼南区。

卢世峰说，做好订单菜品的计划也尤为重要，公司目前已做好了下
半年的订单采购计划，“下半年我们客户需要哪些菜，多大的量，我们会
把订单计划整理出来，拿给基层合作社，告诉他们下半年我们将会采购
哪些菜，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意向性的合同，他们就只管种出来，由我们
负责收购。”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中间又融入了“三位一体”的功能，公司跟农户、
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合同以后，银行会给农户放一笔贷款以帮助农户进行生
产，贷款的额度是农户跟公司签订单的金额，农民收到第一笔款后定向支
付给公司，然后进行种植，公司负责销售。这样一来，银行保证农户安心生
产，公司在中间也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并且还能够帮助农户卖到好价
钱，帮助银行避免产生呆账坏账，三方受益。从去年试点情况来看，带动农
户销售农产品至少在 2000吨以上。

接下来，供民通将根据市场需求，将采购的农产品进行排期，并将收购
计划发给合作社，由合作社组织生产计划，双方签订合同。“这样最大的好
处就是农民不会盲目生产，我们不会在需要货源的时候找不到货。让农户
种出来能卖得出去，我们要想买时能买得到。”卢世峰说，通过这一模式与
农户达成一个较好的契合点，大家都受益。

据悉，下一步，供民通还会邀请农科院的专家，对现有的生产技术进行
升级，对现有的品种进行改良，必要时对不科学的生产习惯进行纠正，让农
户种得更科学，消费者吃得更绿色、更健康。作为中间环节，供民通会对整
个运营过程，特别是溯源、检测以及配送等环节，把好关、服好务，不断擦亮
供销社社有企业“金字招牌”。 （供民通供图）

去年，德阳市供销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供民通数字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民通）积极
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修建启动了
4000 余平方米农产品冷链物流分拣加
工中心，承接了鲜笋、土豆加工、蔬菜订
单加工等业务，每天生产能力达到 60余
吨，并通过平台、社区商超等渠道为成都
市保供提供蔬菜包……

科学统筹供应链和物流体系，全力
做好物资采购和调运，供民通积极发
挥企业社会责任，助力物资保供、满足
民生需求，受到不少媒体的报道和网
友的关注。近日，记者来到德阳，探访
这家坚守供销初心、勇担社会责任的
社有企业。

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
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近年来，德阳市供销社通过整合集聚各
方资源、强化社有企业支撑带动等系列措施，
有力推进基层社建设发展。”据德阳市供销社
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罗万举介绍，在强化基
层供销社体系支撑方面，实现新型基层供销社
组织体系覆盖全市所有中心乡镇，全市拥有乡
镇、村或区域、产业型基层供销社 156个；农民
合作社组织体系覆盖全市所有行政村，各类农
民合作社达 3896个。

多措并举改造提升传统基层社，盘活存量
资产，采取“镇社共建”“社村共建”等模式，引
入社会资本合资合作、植入新业务新项目改造
提升，实施基层社改造工程。2022年，改造提升
薄弱和相对薄弱基层社 7个，新建改造区域性
为农服务中心 6个，改造建成中心镇基层社示
范社 17个。

联合合作整合资源新建基层社，在全市 70
个中心村联合整合产业资源，合资组建“三社
融合”发展的基层供销社。对农业社会化服务
能力较弱、需求较大的区域，联合整合相关经
营主体及闲、散服务资源组建统一服务的基层
社。

整合产供销经营资源，组建园区式全产业
链经营服务基层社。如：中江县宝源供销社对
600余亩蚕桑产业园区，实行全产业链服务；旌
阳区德新镇五星供销社联合所在区域主要经
营主体，对区域约 70％土地按农业产业园进行
全产业链服务。整合镇域资源，组建全镇性联
合体型综合服务基层社。罗江区供销社分别出
资占股 34％，在两个镇试点，联合乡镇区域主
要农民合作社并吸引全镇绝大部分农户入股，
组建两个全镇区域全方位服务联合体。每年统
一生产经营及面向周边社会化服务面积 5 万
亩以上。

践行为农服务宗旨
为农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巩固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全市上线供销合
作经济组织 2022年实现购销服务总额 182.14
亿元、同比增长 29.35%，其中购销各类化肥
64.9万吨、各类农药 6323.5 吨、农膜 2479 吨；
2023年 1-6月实现购销服务总额 101.5亿元、

同比增长 53.13%，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供
销服务保障。

增强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加大土地托
管、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生产、技术服务力
度，近年来，全市供销社系统土地托管等社会
化服务面积保持年均 20％以上增长。

拓展服务领域，积极联合组织农村各类服
务资源，大力发展会计综合服务、再生资源回
收、电子商务等新业务，订单农业、电商销售等
均实现大幅增长。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全市
供销社系统直营规模化生产基地 363个，统一
组织生产经营及服务的土地约 200万亩，大大
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社会化和规模化水
平。全市系统农产品注册商标 194个，无公害、
有机绿色认证农产品 188个。

大力推进流通体系建设
促进服务体系现代化

据了解，近年来，德阳市供销社系统以综
合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创新，持续加强社会
化服务。夯实基层服务网点，加强农村端和城
市端经营服务网点建设，基层服务网点覆盖全
市，有各类网点 1120 个、庄稼医院 534 个、农
民综合服务社 1303个。

推进骨干网络建设，骨干网络体系建设已
通过德阳市委 1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市委
市政府即将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为农服务综合平台的实
施方案》加以明确和支持。目前，一批项目已经
启动建设。

开拓农产品外销市场新通道，组织社有企
业等开拓直销配送省外市场新通道，拓展线上
销售新渠道，2022年德阳市本级新组建的农产
品公司开拓市场外销农产品 3万吨、实现销售
2.5亿元。

发展壮大社有企业
引领带动基层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据介绍，目前，全市供销社系统社有企业
组织达 231家，初步形成覆盖全市区域、服务
门类较为齐全的经营服务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德阳市本级新整合组建的
德阳市供销发展集团 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分别达 5.6亿元、0.15亿元，均比上年
翻两番多，年度融资超过 5亿元，银行授信 6.6

亿元，切实增强了拓展市场能力、投融资能力
和带动基层发展能力。

在帮助解决基层社、专合社融资难问题方
面，德阳市供销发展集团已与数家银行达成协
议，对与社有企业有供、销订单合作的基层社、
专合社，每个可给予 300万元－500万元的信
贷资金支持。

构建覆盖全市“1+6+32+N”
流通骨干网络体系

据悉，下一步，德阳市供销社系统将推进
现代农产品商贸流通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按
照市县乡村产品购销及服务信息上下联通、服
务全市区域的功能布局，通过新建、改扩建和
整合现有资源等方式，加快构建全市
“1+6+32+N”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的流通骨干
网络体系。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打造畅通农产
品“上行”、工业品及农资“下行”的骨干支撑体
系。

为提升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能力，将以全
市流通骨干网区（市、县）、乡镇、村经营服务平
台、网点为依托，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骨干网
络体系建设，做实做强流通骨干网县域商贸流
通服务网络功能，打造一批农产品供销品牌、
特色农产品直供基地，运营好与京东等知名电
商合作的线上销售平台，大幅提升为农服务能
力。

此外，强化供销合作社综合合作平台功
能，做实做强基层社联农带农服务平台功能。
一方面，深化“三社融合”改革，健全联农带农
机制；将基层社改造、建设及运营融入全市流
通骨干网乡镇及村区域服务中心、平台及网
点建设运营，切实增强基层社快捷对接外部
市场及各类服务资源带动基层发展的能力。
另一方面，发展壮大社有企业，做强经营支撑
平台功能。充分发挥市级社有龙头企业的引
领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全市供销社系统加强
合作、整合资源，构建全市一盘棋、上下联通
的合作发展格局，切实增强各级供销社承接
实施区域重点产业项目及为农服务项目的能
力水平。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

和有关部门支持，加快建设为农服务综合平
台，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为农业农村发展发挥更
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罗万举表示。

（德阳市供销社供图）

德阳市供销社：
践行为农服务宗旨
打造为农服务综合平台

“新型基层供销社组织体系覆
盖全市所有中心乡镇……全市上线
供销合作经济组织 2022 年实现购
销服务总额 182.14亿元、同比增长
29.35%……全市系统社有企业组织
达 231家，初步形成覆盖全市区域、
服务门类较为齐全的经营服务体系
……”近日，记者从四川德阳市供销
社获悉，近年来，德阳市供销社系统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和四川省供销社系列工作部署，
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统
领，加快建设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奋
力谱写了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李鹏飞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副主任韩立平调研德阳市供销社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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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是推动我国农业
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四川省德阳市供销社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重点，以打造全市供销社系统流通服务骨干网络体系为主线，多
措并举做强基层社和社有企业，整合资源促进产业发展，探索创新提升为农服务能力，真正成为了服
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为推进德阳乡村振兴作出了应有贡献。

近日，本报组织记者团深入田间地头、农民中间，解密德阳市供销社系统在乡村振兴中实现自身
蝶变的新成绩、新思路、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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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鹏飞实习记者柳奕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