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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3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
（深圳）博览会（以下简称“深圳食博会”）在深
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四川省农产品经营
集团（以下简称“四川农经”）带领旗下“川菜”
“川茶”“川果”“川药”等四大主营品牌产品，
并甄选四川各地 2000 多个优质农副产品惊
艳亮相。

本次参展，四川农经充分借力深圳食博
会联动国际和港澳资源的优势，搭建四川供
销社系统社属企业高质量发展“外引”农产品
流通行业佼佼者的合作桥梁，为四川优质农
产品“出川”寻求更多机遇，在有效拓宽四川
农副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四川
农经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展会现场，四川农经的展位人流如织，四川独
有的高原牦牛奶冰淇淋、蜜柚、腊肉、藏茶、冷
泡茶等产品备受大家欢迎。

展会期间，四川农经还成功举办了四川
优质农副产品产销对接会，会议邀请了四川
省供销合作社领导、国内外农业领域专家学
者、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农产品

流通领域等行业头部企业代表参加。两家四
川农产品优质供应商代表进行了产品推介，
一家采购商代表现场发布了采购需求。四川
农经董事长何昕分别与北京友宝在线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典桓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宣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涉及无人零售、大贸互通、品牌
打造等事项。

作为四川省供销社打造农产品规模化流
通服务平台的省属社有企业，四川农经始终
秉持“为农服务”宗旨，聚焦“农产品流通”主
业，以打造农产品规模化流通服务平台和树
立优质农产品“川字号”品牌为抓手，背靠四
川省供销社系统资源，借力市场销售渠道，充
分发挥集团的品牌引领作用和农产品流通领
域的资源渠道优势，积极推动四川优质农副
产品上行销售。本次参加深圳食博会，四川农
经旨在加快构建“川货出川”新通道，让更多
优质的四川农副产品出川到粤入港澳，并辐
射到全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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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农户科学用肥用药水平，助力
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近日，贵州省黔西市供销合
作社带领社属企业的农技人员深入联系帮扶的花
溪乡沙坝村，为当地村民开展有关农资技术培训。

培训会上，黔西市逸兴农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及黔西市供销合作社农资经营有限公司的农技
人员分别讲解了农药、化肥在不同生长特点的农
作物上的科学使用方法、施肥时间以及预防病虫
害等注意事项，并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获得了
种植户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黔西市供销合作社将持续加强农技
推广，丰富农技下乡的渠道，拓宽为农服务的深度
和广度，为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和稳
定粮食生产等做出贡献。 龙伟

为当好农民群众的“贴心人”，做好乡村振兴
的“护航人”，切实践行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根本
宗旨，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供销合作社指导青木
关供销合作社、凤凰供销合作社、金琼菌业专业合
作社联合开展了食用菌种植技术培训。

此次培训以理论讲解、实地培训、现场答疑、
交流学习的形式进行，邀请当地食用菌种植专家
从食用菌的行业发展、市场前景、种植技术等方面
为种植户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从装袋现场对菌种
菌包的选择、温度湿度的控制、病虫害的防治以及
种植过程中常见问题为农户答疑解惑，并讲解食
用菌大棚培育的技术方法和注意事项。

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活动内容贴合实
际、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专家的指导帮助种植
户解决了许多日常种植难题，有效提升了种植户
的种植技术，为种植户增产增收提供了保障。

渝讯

农村流通体系连接城乡生产和消
费，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
大意义。自 2022年 12月四川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为农服务综
合平台的意见》以来，绵阳市游仙区供销
社充分发挥供销社系统优势，坚持共同
富裕方向，聚焦流通设施不足、缺乏规模
效益等问题，提升农村商贸流通、畅通城
乡经济循环，强化优势互补，全面打造县
域现代流通服务网络。

搭平台、夯基础，构建农产品流通服
务组织体系，解决“有人做、在哪里做”的
问题。推行“三社融合”加快基层社建设，

以乡镇区划改革为契机，大力推进新型
基层社建设，全区建成基层供销社 16个
（其中镇级社 7个、村级社 9个）。以实施
新网工程为契机，建设区级农资集采集
配中心 1个、村级服务网点 80多个。在
高新产业园（北区）规划建设区域商贸物
流枢纽基地，占地面积 500亩，总建筑面
积 50万平方米，其中冷链仓库 12万平
方米（库容约 16万吨）、特色商业街区 5
万平方米，配备冷链运输车 100辆，预计
总投资 8亿元。强化区域资源整合，在 3
个中心场镇建设区域为农服务中心，提
供农产品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农资供应、
产品包装、销售等综合服务。

建机制、提质效，规范社有企业发展，

提升农产品流通服务水平，解决管理制度
不全、要素流动不畅的问题。围绕主业布
局社有企业，组建独资、控股、参股企业 12
家，包括全资农产品销售公司、农资销售
公司、会计服务公司。落实双线运行机制，
组建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资产管理经
营公司。出台《社有企业投资合作管理办
法》《社有企业管理制度》等制度办法，聘请
专业律师团队和财务咨询公司，规范投资
行为，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社有企业体系。积极参与“游
仙优品”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包装打造，
培育众福米粉、浩东粮油等区域特色农业
企业品牌，组织农产品出川参展、“天府乡
村”特色农产品申报等工作，将游仙优特

农产品挖掘、展示、推广出去。
育龙头、树标杆，增强企业发展动

能，解决龙头企业缺乏、特色发展不足等
问题。坚持开放办社，通过“供销领办、职
工入股”方式，引入专业管理团队，组建
绵阳市鲜绿果蔬有限责任公司，建成国
内最大的兰花品种资源繁育生产中心，
年产种苗 100 万株，成品花 50 万盆以
上，市场占有率 20%以上，垂兰国内市场
占有率约 50%，成为国内拥有兰花品种
资源最多、规模最大的大花蕙兰生产企
业。加强品牌延伸打造，以兰花为主题大
力发展农旅结合产业，建成绵阳国际兰
花主题公园，带动农民人均年增收 2100
元，引领周边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耕种前，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
一应俱全，“谁来种地”目标明确；耕
种时，旋耕机、无人机等农机轮番上
场，供销合作社农技服务专员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地怎么种”行
之有方；收割时，农机手们干劲十
足，粮食烘干机轰轰作响，节粮减损
持续推进……着眼于粮食生产的各
个环节，湖北省潜江市供销合作社
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村“两委”、粮
食烘干收储加工企业共同成立农业
服务公司，全力推进“耕种管收”全
程社会化服务，持续提升供销合作
社服务水平，一张粮食丰、科技丰、
产业丰的农业好“钱”景正慢慢勾
画。

优化服务模式
提供全程综合服务

提到生产托管服务，潜江市观
音庵村的杨卫国高兴的心情溢于言
表：“有浩口农服公司这个‘田保
姆’，把田交给他们种，不仅现在每
亩地有 650元的收益，我还能到外
面打工，一年能多赚 7000块。”杨卫
国提到的“田保姆”，是潜江市供销
合作社优化生产托管的一种模式，
为农业生产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
之前，杨卫国有近 2亩土地，但因年
纪大，种植成本高，不想种也种不过

来。
今年，为推进实现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潜江市供销
合作社和浩口供销合作社依托杨雄
农机专业合作社、曹兵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成立浩口农业服务公司，
开展生产托管服务。农民不用下地
干活，由供销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耕
种管收”全链条服务，农服公司提供
的服务价比市场价低 20%左右，实
现农业生产托管的高质量发展。

俗话说，“九成熟，十成收；十成
熟，一成丢”。在农业生产环节中，粮
食收获损耗牵动着每一个农民的
心。
“这台干燥机可给力了，前不久

下雨发潮的水稻就是用它烘干的。”
积玉口农业服务公司负责人指着
“三农”服务中心的“大家伙”说，“这
台干燥机可烘干稻谷、玉米、小麦等
不同作物，旋转按钮就能操作，很方
便。”节粮减损就是增产，小农户难
以负担价格昂贵的农机由供销合作
社农业服务公司提供，打造全程社
会化服务的缘由可见一斑。该公司
经理郭家力说：“管控好农业生产的
各个环节有利于农民增产增收。”他
算了一笔账，农民自己种地前，除去
化肥、种子、人工等成本，纯利润在
800元 /亩左右；而交给供销合作社
种植以后，种植成本降低了，销售价

格变高了，收入能达到 1000多元 /
亩，再加上外出务工的收入，总收益
能比自己种植前多两倍。

供销合作社的良好口碑、统一
供应配送的农资产品、丰富高效的
农机具以及专业的新型农民队伍，
让供销合作社农业服务公司打造的
全程社会化服务在潜江市受到广泛
欢迎。截至目前，潜江市供销合作社
生产托管服务面积由最初的 1万亩
扩大至 10万亩，覆盖 16个乡镇、71
个村和 1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
农户近万户。

打造龙头企业
创建产业化联合体

在诚为先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院
子里，饱满酡红的高粱齐齐整整地
平摊在一片空地上，有的工作人员
戴着草帽，正猫着腰拿着铲子翻高
粱，还有工作人员手持农药瓶，忙着
配制农药；粮仓中，堆满了刚晾晒好
的高粱；农机车库里，播种机、收割
机、无人机等各类农机停放得整整
齐齐……这就是潜江市供销合作社
在渔洋成立的渔洋农业服务公司所
在地。

为有效破解耕种效益低、土地
撂荒等难题，打响“帮农民种地、助
农民增收、为农民服务”供销服务品

牌，潜江市供销合作社按照“龙头企
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户”的经
营思路，在乡镇成立农业服务公司，
将农业公司打造成一个集技术服
务、统一销售和管理增收于一体的
为农服务平台，与各类市场主体开
展联合合作的农村合作经济联合
体。目前，已经成立了 4家农业服务
公司，吸纳 10多家村集体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参与。

思路一变天地宽。廖生成从诚
为先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主要负
责人成为渔洋农业服务公司的服务
员，对合作社的变化和发展颇有感
触：“从单纯的种植到提供托管服
务，再到我们正在打造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联盟，一步步走来很不容
易。”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盟，一方面
整合所有资源，覆盖“耕种管收”整
个农业生产的全链条，目前，渔洋农
服公司已对接全镇 10 余个村委整
合镇植保、农机等资源；另一方面不
断拓展组织规模，联合种植大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共同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我们和
多家粮食企业签订了协议，通过订
单农业，多渠道提升土地收益，亩均
成本节约 5%，产量增加 10%，合作
社利润提升 20%，高粱的种植收益
比传统种植多了 150元 /亩，实现
农民每亩增收 200多元。”廖生成高

兴地说。
据潜江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潜江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支
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试点，这为打造全程农业社会化服
务提供了强力支撑。”未来，潜江市
供销合作社将持续把供销合作社农
业服务公司打造成农业社会化服务
龙头企业，逐步完善“三农”服务中
心各项功能，延长产业链，开展中央
厨房、冷链物流、果蔬等业务，支持
农副产品从粗加工向精细加工转
变，打造潜江供销绿色品牌。

数字科技赋能
发展新型智慧农业

从“靠天、靠地、靠简单劳动投
入”的生产模式，转变为“可感知、可
控制、可预测”的智能化生产模式，
潜江市供销合作社农业服务公司全
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稳步迈
进，让农民搭上了致富增收的科技
快车。
“以前大夏天给水稻施肥才头

疼，人工 1小时只能施肥一亩地，腰
酸背痛不说，效率还低。”广华水稻
种植户张威说，“现在有了专业队伍
帮忙，效率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得
多，专业队伍通过全程机械化，一天

能做到 200亩到 300亩。”
“无人机飞防不仅可以实现人

机分离、人药分离，规避农药对人体
的毒害，并且能通过全自主作业的
形式，大幅度提高效率。”农业服务
公司无人机的工作人员说。

除了能上天的无人机外，播种
速度更快更精准的免耕播种机、高
效收割机等，纷纷踏进潜江的田间
地头，带来“人歇机不歇”的惊喜，让
农民种田更加轻松。潜江市供销合
作社通过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
服务试点，为缺劳力、缺机械、缺技
术的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为农户
增收约 200万元，除此之外，还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鉴定中心、省
农资协会“产教”融合，为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输送专业人才。

从“体力”到“智力”，从“靠经
验”到“靠数据”，各乡镇农服公司自
正式成立运行以来，在潜江市供销
合作社的牵头下，紧紧围绕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运用大数据、北斗等
技术，集中力量在农服队伍、基地建
设等关键点实现突破，为农业生产
赋能，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率，使
“智能农机 +智慧农业”模式从理论
探索发展到田间实践，大幅提升了
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农产品质量，
农业生产经营更有底气。

王成

湖北省潜江市供销社：

“田保姆”服务到田头 勾画农业好“钱”景

西南供销

贵州黔西市供销社：

送技术送培训下乡

重庆沙坪坝区供销社：

开展食用菌种植培训
绵阳市游仙区供销社：
“三举措”实现“三解决”加快建设为农服务综合平台

□龙梅本报记者王金虎

四川农经携川货出川
惊艳亮相深圳食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