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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时代“天府粮仓”建设，立足渠县农业大县自
然资源禀赋，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供销社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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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积极规划“打造供销
大米产销体系”项目，申报纳入渠县深改委 2023年度
“微改革·微创新”项目体系主责实施，竭力打造农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服务平台，助推本县农产品产业发
展，带动农民生产增收，提升为农综合服务能力和质效。

建立绿色优质水稻生产基地。由县农资公司和其控
股的渠县联丰农业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在有庆镇
龙头村、兴隆村及“稻谷农业园”、中滩镇桥坝村、李馥镇
凉风村等地流转农民承包土地共 800亩，建立绿色优质
水稻生产基地。在生产基地，实行“县公司+合作社+社
员、农户”运营模式，由农资公司、联丰合作社统一管理，
雇请社员、农户种植；引进中化农业、史丹利、山西凯盛、
湖北三宇等优质农资资源和专家团队，实行统一供应种
子、统一配方施肥、统一防治病虫、统一标准管理、统一
收购加工销售产品。对非基地生产农户，只要从合作社
购买种子、农资，接受统一管理，达到生产标准的，纳入
服务范围，按照约定和统一价格收购产品，从而从源头
上保证供销社大米的产品质量和特色。目前联结带动的
水稻生产面积达到 2000余亩，形成了一定规模种植片
区和水稻生产产业。

建立粮食烘干线。由渠县农资公司和联丰合作社共
同投资，在渠县有庆镇龙头村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建成
粮食烘干线。经过不断扩展提升，目前配置烘干机 9台、
1000平方米简易粮仓和 200T钢板粮仓各 1座、地磅 1
台、装载机 1台、粮食运送机 2台、运输车 1辆，开展油
菜及粮食烘干及代储业务，加工收费优惠，烘干质量达
标。2023年代生产农户、粮食经营企业、农民合作社烘干
油菜籽 200吨、小麦 300吨，烘干、代储稻谷 3000余吨，
烘干业务辐射本地及南充、广安等毗邻乡村。

建立大米加工生产厂（线）。由渠县供销社社属企业
供合资产管理公司、县农资公司、达州市供销投资集团
公司、民营企业四川谷茂商贸公司共同出资 500万元，
注册成立渠县供合优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作为渠县
供销社农产品主营企业，投资 300万元在有庆镇龙头村
供销社粮食烘干线旁流转土地 2000平方米，建设日产
30吨大米生产线 1条，就地收购稻谷加工，面向单位、城
镇居民，生产供应“中端”大米产品。目前按计划开展建
设，后期预设了面、油加工端。供合优粮公司将严格抓好
大米等产品标准化生产，开展供销社大米等产品宣传推
介，努力培树供销社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充分运用现
有本社系统经营网点平台，就地生产销售打开本地市
场；依托上级社社有企业，联结社会规模企业，通过线上
线下两个渠道，直产直销，逐步做大做强“供销”品牌农
副产品产业。

通过“微改革”，渠县供销社实现了农产品产销全链
条服务，建立了与农民、农业生产主体的利益联结和共
享机制。社属企业及其农民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雇农
生产、收购产品，推动农产品生产发展，通过集中加工、
统一销售，带动农民、农业生产主体实现利益双赢、共同
发展目标。同时，渠县供销社粮食产销服务平台的建立
和有效运营，将为全县粮食产业发展提供“供销样板”。
随着“供销”品牌大米上市，将填补本地大米消费市场无
供销社产品的空缺，开辟本地农特产品“外出”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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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涪城区丰谷镇和平村供销
社从高质量发展特色产业着手，推动村
社共建，突出产业发展、利益联结、人才
选任，形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合力，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彰显供销力
量，被四川省供销社评为“‘三社’融合
发展典型经验案例”。

突出产业发展
让土地“用起来”“忙起来”

突出产业发展，做实产业、盘活土
地，增强发展动力。和平村供销社以产
业结构调整为契机，走“土地经营型”模
式，守牢耕地红线，发展绿水青山，增强
发展动力，让空心村再次焕发勃勃生
机。

发展专用粮，让闲置土地用起来。和
平村供销社先行先试，流转闲置土地 300
余亩发展酿酒专用粮种植基地。采用机
械化耕种集中连片发展酿酒专用小麦，
与丰谷酒业签订协议，按照每斤高于市
场价 0.05元至 0.08元保底回收。

发展有机蔬菜，让优质土地“忙”起
来。为实现土地有效利用，和平村供销
社与绵阳最大蔬菜市场经营企业高农
司签订有机蔬菜供应协议，定期为高农

司定点客户配送有机蔬菜。和平村供销
社流转 200 余亩适宜土地发展有机蔬
菜订单种植基地，发动培育 12户农户
返租倒包土地成为种植大户。

发展连片雷竹，让集体土地“火”起
来。为盘活村集体资源，将原有雷竹产
业做大做强，和平村供销社将村集体荒
山荒坡和农户“二台土”100余亩即将投
产的优质雷竹基地整体打包由职业经
理人管理，和平村供销社负责品牌包
装、加工及对外销售，按比例进行利润
分成。

突出利益联结
壮大村集体经济

突出利益联结，多方联动、互利共
赢，激发发展活力。和平村结合地缘优
势，深挖本地资源，引入外来资本，通过
村集体入股、供销社融资、大户带动、农
户参与、企业回收的联营方式，积极探
索壮大村集体经济新路径，实现多方合
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示范引领自己干。村党委发动 12
名村组干部作为致富带头人，筹资 29.6
万元与和平村供销社开展项目合作，以
“村供销社+农户+基地”的模式，由村供
销社与致富带头人、职业经理人、种植

大户和农户共同发展专用粮、订单蔬
菜、雷竹、民宿旅游四项主导产业。通过
“统一生产、统一运营、统一销售”的方
式实现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经济效益
最大化。

项目合作一起干。以村集体闲置土
地、房屋入股等方式，发展竹荷小院、木
言花竹居等多个民宿旅游项目，并串点
成线，建成集文化体验、乡村健康游、休
闲度假等为一体的民宿文化群。目前，
由村供销社投建的竹荷小院及附属设
施已建成运营。

带动群众跟着干。构建利益联结机
制，和平村供销社运营产生的利润，10%
作为公益金用于改善村内人居环境，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20%作为管理费用用
于致富带头人、职业经理人劳动收益分
配；剩余 70%部分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和涪城区供销社按出资比例分配收益。
农户流转土地后在享受固定土地租金
基础上，还可通过在基地或民宿务工获
取务工收益，也可返租倒包成为种植大
户增加收入，同时作为村股份经济合作
联合社成员还能按股分红。和平村供销
社、职业经理人、种植大户、老百姓和到
村发展的企业多方合作形成利益共同
体，实现村集体经济及村民稳定收益，
不断增强村级造血功能，达到多方共

赢。2023年，和平村供销社预计收入 70
万元，其中村集体分配 33万元，村民人
均增收 200余元。

突出人才选任
引领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引擎”

突出人才选任，党建引领、创优平
台，凝聚发展合力。和平村供销社以提
升组织力为重点，建设引领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引擎”，汇聚起发展集体经济
的强大合力。

探索机制建平台。村党委积极配
合探索村级供销社建设机制，率先清
产核资、股权量化完成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融合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
社，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以部分集
体资产折资 20万元、涪城区供销社出

资 10 万元组建和平村供销合作社有
限公司，实现村级供销社的企业化运
作。村供销公司法人由村党委书记、村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负责人兼任，实
现村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为村集体经
济发展奠定基础。
选贤任能聚人才。将村“两委”优秀

干部、村致富带头人、种养大户纳入村
供销社项目合伙人人才库，通过产业推
介方式从外地引进能人，拓展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人才库。已储备村组后备干部
9名，发展致富带头人 12名、种养大户
36户，招引职业经理人 2名。
镇村一体强监督。建立镇村监督一

体化工作机制，村纪委日常检查、片区
定期交叉检查、镇纪委不定期抽查，紧
盯集体资金收支、集体资产变动、集体
资源流转等关键环节，严控廉政风险。

绵阳市涪城区和平村供销社：

深挖潜能 壮大村集体经济

2023 年四川省供销社系统开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以来，阆中市老
观中心供销社（以下简称：老观社）坚持
党建引领、利益引导、产业引育，在农业
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中始终致力于建阵
地、夯基础、强服务，以社会效益带动经
济效益，创新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三引
三实”新模式，探索出一条供销社农业社
会化服务新路子。

党建引领
建实为农服务阵地

加强组织建机构。南充市供销社党
委坚持把基层供销社党建工作放在重要
位置抓紧抓实，阆中市供销社党委高度
重视基层社党组织建设，老观镇党委主
动关心老观社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在
阆中市供销社党委、老观镇党委的帮助
下，老观社设立了党支部，党建受镇党委
领导，业务受阆中市供销社领导。镇党委
秉持“重视供销社就是重视农业、扶持供
销社就是扶持农民”的理念，将原老观粮
站 9 间门面、大米加工设备及 2000平方
米库房无偿划归老观社，组建老观镇农
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作为老观社的中心
阵地。

延伸组织建分社。老观社位于国道
347线旁，距城区 45公里，是连接城乡的
重要节点。为满足百姓需求，拓展供销业
务，老观社把基层组织的触角向下延伸，
建立了龙泉分社、西山分社和方山分社 3
个分社，由老观社分别派出一名党员作为
分社党建和业务“双料”负责人，用党建和
业务把中心阵地和片区阵地有效连接，形
成了覆盖整个区域的服务网络。

拓展服务建网点。老观社坚持以百
姓为中心，依托分社深入了解辖区各村
社的群众需求，合理布局农业社会化服
务直营网点和连锁配送网点，构建了一
个覆盖广泛、服务优质的末端阵地网络
体系。目前，已建成 97个直营网点和
106个连锁配送网点。直营网点从种子
选择、肥料配制、植保防治到农产品收购
加工，为老百姓提供全方位服务。连锁配

送网点以乡村为单位，充分吸纳村社干
部、党员先锋模范和个体经营者，在辖区
乡镇及交通要道、重要垭口地带和村民
集中居住区，建设社区综合服务社、庄稼
医院、农资经营店、电子商务站等多元化
服务网点，覆盖化肥、农药、种子、烟花爆
竹等产品销售及再生资源回收、便民服
务、电子商务等服务领域，全方位满足群
众需求。

利益引导
夯实为农服务基础

擦亮金字招牌“引人”。老观社大力
宣传供销社金字招牌，供销社的信誉、口
碑深受群众信任和支持，成功吸引了大
量专业大户和老百姓的关注，特别是专
业大户希望依靠供销社在农业服务领域
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来提升自己的服务水
平和竞争力。目前，三个片区有 96户专
业大户与老观社结成合作关系，在老观
区域占比 64%。有 2户专业大户和 300
户老百姓以其专业技术优势直接加入老
观社成为社员，进一步壮大了供销社的
服务队伍，带来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技
能，进一步提升了老观社的服务质量。

维护百姓利益“凝心”。老观社始终
坚持把维护百姓利益放在首位，通过提
供优质服务实现增加农民收益和保障农
民权益，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老观
社创新推行会员制度，所有服务对象均
按会员对待，平等实行按股分红和按交
易额返利的双重利益分配模式，把年终
盈余按 4：1 进行分配，75%作为会员分
配和二次返利（其中 20%用于按股分红，
80%按交易量分配），25%作为公益基金
积累（其中 10%为公积金、10%为风险
金、5%为公益金），基层社与社员结成紧
密的利益风险共同体，社员有甜头、有盼
头、有赚头，实现了共赢发展。

联结村“两委”“聚力”。老观社积极
与村“两委”加强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和
优势互补，供销社的专业服务与村“两
委”的组织协调相融相合、相得益彰，形
成强大的发展合力。老观社充分利用自

身在农业服务领域的专业优势和资源整
合能力，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
理经验，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
民群众收入，发展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为
村“两委”服务群众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
导向。村“两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优势，
动员和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农业社会化服
务项目。目前，已有 10个村“两委”与老
观社达成紧密合作关系，4000余户小农
户在村“两委”的协调下直接或通过村
“两委”与老观社签订了农业社会化服务
协议。

产业引育
做实为农服务生态

服务队伍“全链式”。老观社在中心
阵地成立土地托管、生产资料配送、农业
技术、生活资料、电子商务、保险服务、会
计服务 7个服务部，聘请中级农艺师 2
人、高级庄稼医生 13人、农业技术总监
1 人、农机具操作人员 30 余人、专职劳
务人员 150余名组建农化服务团队，专
业涵盖测土配肥、选种育苗、耕种管收、
烘储购销等农业生产全要素和农业产业
全链条。服务团队对辖区产业发展提供
跟踪指导服务，并开展“基地+农户”现场
培训和集中培训，应时应季发布农业病
虫害防治知识，开展病虫害防治宣传培
训，为农业生产提供全链式综合服务。

服务平台“一站式”。老观社开展的
土地托管面积有 2万余亩，配有拖拉机、
耕田机、插秧机、除草机、秸杆还田粉碎
机、中小型收割机、机动喷雾器、园林式
大型喷雾器等农机具，全方位提供机械
租赁、机耕机播、机插机收、统防统治、技
术指导、政策咨询暨农产品收购、加工、
销售等一体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立足老
观、龙泉、二龙、千佛片区乡镇，积极开展
代育、代耕、代插、代防、代管、代收、代
烘、代储、代销“九代”服务，提供生活资
料销售配送、财务代理、保险代理、农技
咨询、培训、科技阅览、水电气话费代收
代缴、快递收发、银行终端金融业务等便
民服务，倾力打造“一站式”农业社会化
综合服务平台。

特色产业“示范式”。老观社坚持用
特色产业引育区域农业生产，领办、创办
农民专业合作社（老观社持股）5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1个。其中奉禄大
米专合社、雪洞生姜专合社被国家 8部
委命名为“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奉禄大米专合社是老观社与自然人
李开禄及 203户农户共同出资 510万元
成立的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年加工奉禄
大米 1万吨，年销售 400余万元。雪洞生
姜专合社老观社持股 35%，种植生姜万
余亩、年产量 2.5 万吨、年产值 3500 多
万元。这种“示范式”的特色产业，为农业
社会化服务提供了更直观、可借鉴的服
务模式，为新时代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仓”提供丘陵山区模式，带动了特色产
业发展，做实了粮油产业生态。

阆中市老观中心供销社：

“三引三实”走出为农服务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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