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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

他山之石

近年来，四川省什邡市供销社监事会
锚定争先创优的目标定位，在德阳市供销
社监事会的指导下，突出“三个强化”，在
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探照灯”“紧箍
咒”“参谋部”的重要作用。

强化组织机构建设，提升监督领导能
力，发挥好“探照灯”作用。什邡市供销社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社的
要求，恢复“三会”制度，配齐了理事会、监
事会领导班子及机关内设机构相关人员。
该社监事会现有监事 5名，其中主任、副
主任各 1名，专家监事 2名。2022年什邡
市供销社获得四川省供销社“监事会工作
成绩突出单位”表彰。

强化制度机制执行，提升监督管理能
力，发挥好“紧箍咒”作用。什邡市供销社监
事会坚持把用制度管人管事作为监督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监督常态化、程序
制度化、职能高效化。严明监督制度。制定
了《什邡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监事会工作

规程（试行）》《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进
一步规范监事会会议制度、工作制度、监督
举措、管理方式。实行委派监事制度、监事
报告制度、监事专函制度，优化“提醒—督
办—反馈—办结”监督模式，不断完善监事
会制度体系，有力推动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和防范化解经营风险能力。注重事中监督。
监事会紧紧围绕供销社中心工作，全程参
与项目立项、实施、资金支付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及时发现问题，提醒党组研究解决、
化解风险，确保项目高效稳步推进。强化内
部审计。健全审计工作制度规定，完善审计
工作机制。制订《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成立
内部审计委员会，集中各方面监督力量对
社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理，确保社有资产
的保值和增值。同时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
务所对该社四年下拨项目实施单位的专项
资金执行情况和南泉供销社进行了专项审
计，并向资产管理股发出工作提示函 2份，
向综合业务股发出工作提示函 4份，及时

提出意见和建议 10余条，闭合整改环节，
督查责任股室限期整改，防止整改工作流
于形式，有效防止潜在风险。

强化调查研究分析，提升监督服务能
力，发挥好“参谋部”作用。什邡市供销社
监事会始终坚持监督与服务并重，围绕
“调查研究、反映情况、监督检查、提出建
议”的工作方针，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准
确把握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
新形势和新任务，认真履行参与、监督、服
务、建言的职能。2023年，按照德阳市供销
社监事会工作要点，制定了《什邡市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监事会社情民意信息联系
点管理办法》，成立邦力达、红豆村、同心
村、红白茶厂、绿友专业种植合作社五个
社情民意收集点，使社情民意真正发挥
“内参”作用，成为监事会监督工作的重要
渠道和抓手。目前，社情民意点已向该社
监事会上报调研文章 2 篇，社情民意 2
篇。对本级层面可解决的问题，及时跟踪

督办，帮助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将
无法解决的问题作为下一步工作目标，为
理事会制定发展战略和深化综合改革提
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据悉，下一步，什邡市供销社监事会
将紧紧围绕服务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担当作为，守正创新，推进供销合作社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市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保驾护航。着力加强体制机
制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始终聚
焦社有资产保值增值，适应监督工作新要
求，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强化监督工作成
效，推动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
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
一首要任务开展调研，聚焦新时期“三农”
工作的重点，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不
断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全面加强自身建
设，立足实际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素质增
强业务能力，聚精会神抓贯彻落实，提高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

县域是重要的消费市场和要素
市场。搞活县域流通，对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
义。

2023 年，商务部、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等 9部门办公厅（室）印
发《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对建立县域统筹，以县
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
农村商业体系作出要求。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供销社
系统以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为抓
手，加快构建以流通骨干企业为支
撑、县城为枢纽、乡镇为重点、村为
终端的县域流通服务网络。供销社
“一网多用、双向流通、综合服务”功
能得到进一步发挥，有效促进了农
村流通发展。

“一网多用”双向流通

走进南和区的东三召乡供销综
合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新
鲜蔬果在生鲜专区码放得整整齐
齐，供十里八乡的村民来挑选；婴幼
儿奶粉、日用品、快消品等专区，人
流涌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
“牌子货”。日用百货通过邢台市供
销社供销渠道供应，生鲜果蔬等主
要采自本地菜农、果农。目前，东三

召乡供销综合超市与本地农民专业
合作社、生产大户已签约 50余家，
并初步与市内其他地区供销社连锁
便利店形成联采机制，将南和区农
副产品通过供销社产销对接平台销
往周边市、县（区）。

沿着东三召乡往南 400 米，是
“邢供 0610”南头村店，“保供稳价、服
务农民”的标语赫然入目。“村里今年
150亩大白菜都是通过供销社平台卖
出去的，每天都要运走七八千斤。”南
头村党支部书记代科显介绍。

早上 8点，位于邢台市新兴东
大街的供销便利店“邢供 0001 号
店”开始营业。来自本地的新鲜蔬菜
一上架就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另一
边，在供销社名优特产品店内，市民
拿着工会发的自提券排起了长队。
今年，来自邢台本地的农特产品礼
盒成为大家年货的新选择。不仅如
此，在邢台供销年货大集上，大家一
边品尝、一边购买，农产品成为热销
年货。

这是邢台市供销社秉持“助农、
便民、稳价、保供”特色，“一手托起
农民，一手托起市民”，构建商贸流
通体系的重要一环。据了解，邢台市
供销社创新采用“供销社 +社区服
务 + 生鲜 + 快递”的模式，共开设
供销社便利店、生鲜店、名优特产店

等 52 家，其中市级 20 家、县（市、
区）级 32家，逐步完善了市级农产
品销售网络体系。
“依托邢台市供销社电商公司，

全市系统供销超市均采取统一收银
系统、统一采购、统一配货、统一形
象、统一营销、统一理念的‘六统一’
管理模式。”邢台市供销社主任王永
伟说，目前，全市系统有两家社有供
应链公司保障货品供应，确保供销
社系统流通渠道在关键时刻抓得
住、用得上。

据悉，2024年，邢台市供销社
系统计划再开设 50家供销便利店，
充分畅通农产品上行渠道。

树品牌搭平台

在供销社名优特产品店内，供
销幸福泉金银花水、隆尧素叠子、内
丘邢枣仁等一批融邢台特色与供销
元素为一体的名、优、特农副产品深
受市民喜爱。

为持续提升为农服务水平，促
进农产品销售，邢台市供销社大力
实施供销品牌战略，充分发挥供销
社品牌和体系优势，搭平台、树品
牌、抓宣传、促销售，联合邢台古顺
酒厂、金沙河面业、今麦郎等本地优
秀企业，培育开发了“供销记忆”等

一系列优质农副产品，打造注册了
“邢供天下”区域公共品牌。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搭建全市
农副产品流通平台，邢台市供销社
在邢台供销五一广场建设的占地
3000 余平方米的“供销市集”展销
中心正在进行改造，在原陶瓷库改
造建设的占地 1100 平方米的农副
产品展销中心现已开业，集中展示
展销全市 20个县（市、区）的名优农
副产品。

此外，邢台市供销社为社区居
民提供各种便利服务，全力打造“有
事您说话、供销帮到家”的供销社服
务品牌，搭建供销社社区服务站
300余家。在乡村大力推广“一村一
品一主播、一供二销助‘三农’”孵化
赋能活动，强力推动乡村供销电商
事业发展，并开通了“邢供直采”线
上商城和“邢供天下”抖音直播间、
淘宝和拼多多“邢供优选”等 13 家
平台店铺，组织开展直播活动 600
余场次，“村村有供销电商、村村有
供销主播”的目标逐步实现。

龙头带动全市“一盘棋”

在邢台市威县的河北乡间货的
物流有限公司，货运车穿梭作业。

乡间货的公司现有仓储中心

12万平方米、冷库 4000平方米，分
拣车间 4000 平方米，冷链车 328
台、普通货车 318台，对接全国果品
市场 76 个，开通专线 113 条，终端
网点基本做到全县覆盖，打通了城
乡流通的“大动脉”与“微循环”；位
于任泽区的邢台供销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项目已完成包括部分保鲜库、
分拣配送中心、展示中心、路网工程
及配电等附属工程建设。项目将通
过“互联网 +冷链配送 +农业”的
经济发展模式，对现有农产品生产、
流通环节进行资源整合，推动农业
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方
向发展，有效提高区域农产品市场
竞争力。

邢台市供销社通过抓住龙头企
业这个“牛鼻子”，推动系统流通骨
干企业下沉县域市场，培育一批对
农村基层网点辐射力强的日用品、
农资流通企业，形成一批带动全产
业链发展的农产品企业。

在打造龙头企业上，邢台市供
销社着力打造市（县）集采集配中
心，推动系统流通骨干企业下沉县
域市场。市级全力打造果品市场、邢
台供销冷链物流等龙头企业，初步
形成以仓储保鲜和冷链物流为核
心，展示、交易、配送于一体的大型
市级集采集配中心；县级抓好隆尧、

威县等 5 个县级集采集配中心建
设，提高对乡镇、村级网点的集中配
送能力，在全市初步形成覆盖城乡
的集采集配流通服务体系，有效促
进城乡流通。

盘活资产，形成全市“一盘棋”。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全市供销社系
统整合基层社土地、仓储等资源，改
造、重建乡镇综合超市 24 家；利用
邢台五一供销广场建成 1.5万平方
米集日用百货、果蔬生鲜、名优特产
等交易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商超，
打通供销社服务城乡的“最后一公
里”，打造“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
同时，邢台市供销社加大“村社共
建”力度，将农村综合服务社建设与
村集体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目前，通
过“共建、共管、共享”的方式，全市
已建成政务、公益、商贸流通于一体
的乡镇综合服务中心 81家、农村综
合服务社 186家，切实增强了供销
社联农、惠农、便民功能，实现了供
销社、村集体、村民三方互利共赢。

下一步，邢台市供销社将以持
续深化综合改革为动力，更好地发
挥组织体系和经营服务网络优势，
积极推进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在
供销社系统深入落实，努力在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发挥更大作用。 屈藤彦

城乡“一盘棋”共绘幸福图
河北省邢台市供销社加快构建供销流通新网络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

备足农资不掉链 粮食丰产底气足

四川省什邡市供销社监事会“三强化”使社情民意发挥“内参”作用

聚焦工作重点 提升监督效能

□张丽苹本报记者魏彪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
键时期，作为服务“三农”
的生力军，四川省广元市
昭化区供销社迅速按下春
耕备耕“服务键”，不误农
时，全力抓好小春收获、大
春播栽、农资供应、田间管
理等各项重点工作，为广
大农民提供全方位、高质
量的服务，全力护航春耕
生产，确保小春丰收、夏粮
种满管好。

全区供销社系统充分
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
用，发挥农资淡储的“蓄水
池”“压舱石”作用，完善供
应体系，全力做好农资保
供稳价工作，让农资储备
更有“里子”。全系统提前
谋划、精心组织，健全区农
资公司、乡镇基层社、村农
资配供点三级供应体系，
依托农资企业、基层供销
合作社、农资经营网点开
展市场需求摸底，对接农
资生产大厂，及时调运增
补重要农资。全区储备春
耕生产各类化肥 2 万吨，
满足全区春耕生产需要。
农资流通领域 90%直达乡
镇销售网点，方便了广大
种粮户就近购买。

同时，创新为农服务
方式，强化农技服务，田间
管护更有“方子”。自去年
以来，该区供销社系统加
大土地托管服务，在全区
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1.9 万
亩，联合专业合作社加强
技术指导和服务，推广优
良品种和先进适用的栽培
技术，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和品质；加大病虫害监测
预警和防治工作，及时发
布病虫害信息，指导农民
科学防治，确保粮食生产
安全。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
节，也是供销社系统服务
“三农”的关键时刻，广元
市昭化区供销社打好为农
服务“组合拳”，为乡村振
兴持续贡献供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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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专班 强监管

组建工作专班。市、区县两级供销合作社
和直属企业重庆农资集团均成立农资保供工
作专班，把春耕农资保供工作纳入当前重要议
事日程，加强系统上下协同配合，构建起市、区
县两级供销合作社应急保供调度体系。充分发
挥重庆农资集团农资供应龙头企业作用，依托
社有农资企业健全完善全市农资应急保供运
营体系。

强化动态监测。开发农资供应监测网络直
报系统，在全市设立 60个化肥供应价格监测
点，春耕期间每 2周收集 1次化肥价格和购、
销、存数据，并与重庆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委
建立部门信息动态共享机制，为调剂供应、平
稳价格提供决策依据。

储备足 控质量

发挥储备作用。承担市级化肥淡季储备任
务 24万吨，会同市财政局制定《重庆市市级化
肥淡季商业储备资金管理办法》，指导督促承
储企业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按时完成储备任
务，在春耕期间及时投放市场，发挥储备的“压
舱石”“稳压器”作用。

严控化肥质量。及时向社会公布 63 家
2024年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春耕保供重点农
资企业，确保老百姓买到放心肥。强化市、区县
两级督促指导，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工作
组赴区县开展农资检查，重点检查农资供应和
储备到位情况。同时，指导各区县供销合作社
对农资经营网点开展拉网排查，配合农业、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农资打假，从源头上

杜绝假冒伪劣农资商品通过供销社系统经营
网点流入市场。

一张网 全服务

创新服务方式。以“村村旺·农服通”为
抓手，打造农资服务数字化平台，建设农事
服务“一张网”，实现农资集采集配、农机调
度、农业技术服务等数字化功能。指导直属
企业重庆智慧农服集团按照“1+4+N”的模
式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联合区县农资
企业，打造智慧农服基地，开展耕种管收农
业社会化一条龙服务。社有农资企业主动创
新服务方式，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提供线
上技术咨询、农资预定、农业社会化服务预
约等服务，配送农资进村入户，有效解决农
资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本报记者胡斌

今 年 春 耕
生产以来，重庆
市供销合作总
社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做好农
资供应工作，全
力保障农资供
应量足质优价
稳，确保粮食增
产丰产。

助春耕备耕 保农资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