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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民合作社办得更红火——

新农人兴农记
本报记者 乔素华 王 瑞 见习记者 徐 琳 王 娜

“你是第五个流转村里土地的人！”看着
眼前的男子，灵武市马家滩镇大羊其村党支
部书记魏亮心里嘀咕起来：这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行不行？不会干不了一年也跑了吧？

一年见了分晓。别人种不好的土地，合
作社依靠过硬的专业技术，获得粮食大丰收；
原本一年一签的土地流转合同一下签了6年，
村里还把合作社负责人聘为名誉村长，领着
村民致富。

截至目前，全区依法登记注册并在农业
农村部门备案的农民合作社有6358家。

大羊其村地处山川两地之间，
马家滩镇往北 13公里是山区，川区
在灵武市东南部，有2172亩耕地。

地里刨食难，何况还有山地，土
地碱性还大，田里收成有限，村民日
子过得紧巴巴。

2015年，一家公司和村里签订
了几年的土地流转合同，魏亮希望
通过土地流转，把村民从土地中解
放出来，增加村民外出务工收入。
但没想到这家公司种植技术和经验
不足，第一年就“吃了败仗”，主动
终止了合同。此后的 3 年，承包人
换了一个又一个。

小朱，白老板，还有牛场的负责
人……短短几年，魏亮已记不清村
里 千 亩 多 土 地 所 有 承 包 人 的 姓
名，只知道，这次流转土地的是灵
武 市 鑫 旺 植 保 专 业 化 防 治 专 业
合作社（以下简称鑫旺合作社），
负责人叫王刚。

“我要承包 10年。”听到王刚的
“豪言”，魏亮赶忙好言相劝：一年一
签吧，这地是盐碱地，万一……

可是王刚坚信合作社有这个
本事能把大羊其村的地种“活”。

王刚的自信从何而来？从 2015
年开始，该合作社在灵武市推广土地
全托管，从种到收，从管理到技术，
耕、种、防、收所有环节全部帮着农民
干。把农民从繁重的、技术不到位的
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同时又可以向
二、三产业转型，实现农民向产业工
人的转型，也实现了农民土地收入和
打工收入双增收。

因为王刚的坚持，双方签订了 6
年的土地流转合同。合同签订后，鑫
旺合作社用科学的“测土配方”改善

土壤碱性。只用一年时间，村民唐军发现该合作社
种植的庄稼长势明显好于自己种植的。

不仅如此，鑫旺合作社还采用机械化农业种植
方式，把小块地平整成大块地，通过机械化作业高效
完成土地深翻、施肥、病虫害防治，每亩地比村民使
用自家农机种植能节省 100多元成本。2022年，在
合作社的带领下，大羊其村实施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35万元。

此外，鑫旺合作社搭建了农业智慧化平台，把农
户的闲散农机进行统一调度，村民可以通过平台“接
单”，到别的村里干活挣取农业服务费。

今年 5月，我区首家无人农场在大羊其村智能
化农机示范基地建成。各类智能传感器、自动监测、
无人驾驶农机等智慧化设备让大羊其村走上了农业
现代化之路。

11月初，王刚又增添了一个新职务——大羊其
村名誉村长，通过“农民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
民”的发展模式，带动村民共同走上致富路。王刚表
示，还会建立一个数字乡村信息化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除监测本村农作物的生长态势、智能农机应用
外，还接通政务、社保、医疗等服务功能，打造灵武市
第一家数字乡村示范村。

近年来，我区农民合作社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
程度越来越强。据统计，6358家农民合作社中，种植
业 2373个、畜牧业 2591个、林业 723个、渔业 110个、
服务业 379个、其他 182个。这些合作社中，拥有注
册商标的 613家，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 432家，创
办实体的 1429家，开展农村电子商务的 238家，开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 59家，开展运销服务的 606
家，开展加工服务的25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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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波华丽的三级跳，串起了农业全产业链链条。
2010年，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蒋洪波与周边农户组建了平罗

县唯一一家以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为主的植保专业合作社——
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2021年，成立了平罗县城关现代农业农村
综合服务中心和宁夏盈益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了由
合作社向现代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转变。

转变的同时形成了农业的全产业链。蒋洪波说，过去是单一
植保服务，如今，产前帮农户供种育苗，产中给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病虫害防治、施肥等，产后统一标准助农产品销售，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

农民合作社是广大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联合、民主
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难题，为
成员提供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服务，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联合社不是一个个农民合作社的简单相加。多个合作社彼此
联手、融合发展，使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促进产业提质增效。
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经营收益惠及产业链条上的千家万户。

12月 14日，一场雪让天气更寒冷，但宁夏盈益农业发展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大棚里，西红柿、芹菜茁壮生长，农户忙得热火
朝天。

这些大棚里产出的蔬菜即将走进北京新发地、上海江桥、广州
江南等国内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蒋洪波说，对外，联合社已经和
86位客商建立了蔬菜订单生产模式、稳定的外销渠道；对内，与平罗
县9个乡镇3200多家蔬菜种植户签订种植协议，探索形成了“合作社+
示范基地+农户+市场+保底分红”的订单种植发展模式，打造了“盈
夏红”越夏番茄商标，有效解决了农民卖菜难的问题。

受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制约，我区一些农民合作社在扩大
生产、产业升级等方面仍面临挑战。通过创新组织方式、加强社际

联合、组建联合社，有助于共同铸品牌、拓销路，提升市场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合作社依法自愿组
建联合社，提升小农户合作层次和规模。截至目前，我区培育农民合
作社联合社85家。

进入宁夏盈益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大棚，别样景致
映入眼帘。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秦海涛说，采
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和蚯蚓套种套养技术，不仅减少了化肥使
用量，还将日光温棚的地温和气温提高了 2至 4摄氏度，增加二氧
化碳浓度 2至 3倍，让蔬菜上市时间提前 10至 15天，产量提高
20%，亩均增收1000元至2000元。

以前有 22亩地的平罗县城关镇小兴墩村村民曹学军，一年忙
到头收入也就 2万多元，现在年收入超过 6万元。曹学军得到的是
哪本致富秘籍？

曹学军说，22亩耕地中的 15亩流转给了盈丰植保专业合作
社，每亩每年有 800元流转费，其余 7亩则与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
签订了蔬菜购销合同。每年他在合作社打工近 300天，日均收入
100元。

在合作社打工，曹学军不仅见识了新品种、学会了新技术，而
且把新技术、新品种用到自家的 7亩地里。该合作社通过邀请区、
市农业科研推广部门专家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培养了一批“土专
家”“田秀才”，提供就业岗位2000多人次，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我区为加强对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精准辅导服
务，在全区开展“千员带万社”行动，组建起由全区各级农经系统、
农业乡土专家、种养能手、农技人员、农业农村经济研究领域 231名
专家学者组成的辅导员队伍。

延伸产业链，增强服务带动能力

2022年底，全区农民合作社经营总收入达 33.5亿元，盈余 8.49
亿元。

农民合作社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也面临挑战。目前，农民合
作社发展存在市场竞争力稍显薄弱、与成员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
问题。

目前，我区重点围绕农民合作社制度建设、试点推进、培训辅
导、清理整顿和示范创建等工作，着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
发展。近 6年，我区落实中央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资金 3.8
亿元，打造了一批技术装备先进、智慧化能力强、标准化水平高、联
农带农好的农民合作社样板。

灵武市、平罗县、青铜峡市、同心县、彭阳县、原州区、隆德县、
沙坡头区、海原县是我区 9个国家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
点。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意在着力发展壮大单
体农民合作社、培育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提升县域指导扶持服
务水平。“各试点县区通过探索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进
一步增强了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带动能力，在我区
打造了一批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县域样板。”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说。我区持续开展农民合作社县、市、区、国家级示
范社四级联创，累计创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243家、自治区级以上
示范社642家、市级以上示范社895家、县级以上示范社2013家。

冬季，中卫市海原县砂甜宝硒砂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的
大棚进入“冬眠”期，但合作社的成员可没闲下来，种植技术、
田间管理、电商直播、市场营销等各类培训成为他们的冬日“必
修课”。

“大棚闲了，人不能闲下来。助农增收的同时还应拓宽大家的
视野、提升大家的发展观念，所以培训很有必要。”12月 15日，该合
作社理事长丁晓龙说。

2008年，丁晓龙回家乡创业，在掌握一定的销路资源后，2014
年，他成立海原县砂甜宝硒砂瓜专业合作社，专门种植家乡特色西
甜瓜。合作社以关桥乡麻春村种植基地为依托，建起新品种的试
验示范和有机肥的试验示范基地。

海原县科技局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合作社试验
种植玖珑、一品龙蜜、西州蜜 25号、西瓜特小凤等 15个品种，选育
了一批适合本地种植的西瓜、甜瓜新品种。积累了成熟经验后，合
作社开始广泛推广种植技术，带动周边村民种植富硒甜瓜。

2020年 8月，丁晓龙在成立海原县砂甜宝硒砂瓜专业合作社的
同时成立了电商团队，打通了农资、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目前，
采用“互联网+农产品”线上销售模式，与 8家国内大型商超企业建
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将海原特产销往全国各大城市及高
端市场，杭州叶氏、湖南长沙绿业、凤凰优选 4家高端果业公司和明
康汇生鲜、华润万家、三江大卖场、盒马鲜生 4家中端企业市场也成
了他们的合作伙伴。目前，合作社带动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 5000
亩，年产硒砂瓜1万吨，2022年总产值达2000万元，纯收入1800万元。

加强典型引领也是促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2020年以来，宁夏有 3家农民合作社入选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
型案例。

作为最新入选的案例之一，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宏科农民养
殖专业合作社构建“生产在家、服务在社、购销在企”的运营模式，
带动成员养殖蛋鸡，实现年销售收入达 1700多万元，成员户均收入
超10万元。

如何帮助成员拓展销售渠道，是合作社发展的首要目标。该
企业负责人樊永宏表示，合作社着手组建营销队伍，实地考察周边
省份市场，与大型超市洽谈合作。按照产品入超市标准要求，合作
社注册了“六盘梅”和“三河湾”2个商标，制定个性化营销方案，开
发了初生蛋、月子蛋、山鸡蛋、土鸡蛋 4个品种 5种包装的产品，先
后在宁夏四季鲜批发市场、西北农资城，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市
场，兰州临夏蔬菜批发市场等地设立专营店 26个，将产品打入超
市，实现鸡蛋稳定销售，累计销售鸡蛋 1.16万吨，有效破解了养殖
户销售难题。

“融资难”也是合作社成员遇到的一个难题。樊永宏表示，由
合作社为成员统一提供贷款担保，贷款风险由合作社承担。合作
社与成员间签订担保、抵押协议，约定出现贷款逾期由合作社内部
解决。12年来，合作社累计提供贷款担保 1200多户（次）、贷款 1.1
亿元，养殖户也从最初的 30户发展到 168户，蛋鸡养殖规模从原来
的3万羽扩大到17.6万羽。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坚持以农
民为主体，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社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带动能力，
充分激发合作社服务农民、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功
能作用，为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
力支撑。

典型引领，促进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专家在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供图）

通过邀请农业科研推广部门专家开展线上线下技术
培训。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供图）

我区首家无人农场在大羊其村智能化农机示范基地建成我区首家无人农场在大羊其村智能化农机示范基地建成。。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素华乔素华 摄摄

务工人员在合作社打工。 本报记者 乔素华 摄

（上接第一版）
“惠农区黄河水指标有限，最难解的还是用水成本问题。”

惠农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立伟告诉记者，从黄河边
到贺兰山边要经过六级提水，用水就要用电用人，要有管护和
维修，这让惠农区一时难以破局。

为此，惠农区探索林票、能票、钞票“三票”循环联动，
创新“以林换能”新模式、“以林养林”新路径，积极引入社会
资本。

绝大部分企业听闻后，参与度不高，甚至有些排斥。
石嘴山市盛港煤焦化有限公司却独辟蹊径成为尝鲜者。

该公司主要研发生产新材料纤维玻璃棉，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
航空、新能源电池等领域。公司市场前景好，但因能耗所限，只
释放了一半产能。公司党支部书记、行政副总谭裕华解释：“一
边是工业经济要发展，一边是生态环境要保护，而‘以林换碳’
正是双向奔赴的法宝。”

用植树造林换取碳排放量指标，企业可释放更多产能，林
下增加的经济收益又可以反哺护林支出，不断扩大的生态林反
过来消化因产能增加而释放的“碳”……2020年以前，公司产值
10亿元，解决社会就业 800多人。实施“以林换能”后，企业年
产值达29亿元，纳税过亿元，解决社会就业1300多人。

用 4200万元，换来 6583.62亩的生态林、3万吨标准煤能耗
指标，换来产值翻倍、林下经济年年有收益。

破局者，也成为引领者。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以林换能”“以林换碳”“以林养林”

行列……碳排放权改革的不断探索，为我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与生态保护交汇出“共赢”的平衡点。

我区全面推进碳排放权改革，开展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建
设试点，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通过挂牌、
协议、摘牌等方式，参与全国碳排放配额交易，目前累计成交
1143.38万吨、成交额5.08亿元。

破题：盘活山林新资产

隆冬，沙丘中迎风摇摆的枸杞枝条，注解着中宁县倾力绿

化修复荒山沙丘的雄心壮志。
在中宁县玺赞生态枸杞庄园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刚刚

灌好的瓶装枸杞原浆在流水线上整齐“列队”，通过包装机这个
“安检口”后被打上生产标识，运往全国各地。

庄园化的生产模式，使玺赞庄园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高标
准枸杞生产基地，实现了从“黑马到明星”的飞跃。然而，企业
负责人曾有隐忧，“我们种植的万亩枸杞基地属于国有山荒地，
10年，我们在荒地上建起万亩杞园。然而，就跟住房一样，没有
房产证就没有安全感，想要发展，股东需要看到继续投资的信
心。”公司副总经理聂正宝说。

山林权改革无疑是持续推进生态价值转化增值、生态效益
优化提升、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的良策。

“基地规划面积 13000亩，已种了 10000亩的枸杞。开荒
前，这里风吹沙跑，现在种了枸杞，防风固沙的效果非常明显。”
聂正宝感慨，中宁县山林权改革给枸杞园发了“身份证”，公司
扩大生产、继续进行生态修复的信心更足了。

林权可以买卖，地面附着物可以交易，资产也可以流通
了。前段时间，企业用“林权”抵押贷款 1000多万元。“有证和
无证就是不一样！”聂正宝说，今年预计销售额 1.4亿元左右，比
去年增加30%……

赋能“六权”改革的基本逻辑是：存量变增量，资源变资产，
权益变收益。

中宁县通过“土地流转经营权证+备注林地附着物”的方
式体现枸杞林木价值，创新推动国有山荒地枸杞类不动产确
权颁证。

“山林权确权，破解了枸杞种植园抵押资质不明、融资不畅
等老大难问题。”中卫市自然资源局负责人介绍，确权以来，金融机
构开发了助推山林权改革的金融产品，专项服务枸杞企业融资
贷款。截至今年11月底，全市绿色信贷余额达36.95亿余元。

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水依然静静流淌。
然而，经改革关键一招“点金”后，山、水、林、田、湖、草、沙

等资源是变现的商品，是流动的资产，是释放的生产力。
山林披绿，林下生金。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建设，从最初的破题开局，到如今的多点突破，随着释
放“新潜力”，节出地、增出绿、换来钱，山林权改革正生成越来
越多的“山林权+”可能。

近年来，我区通过出台改革方案、探索创新举措，压茬推进
山林权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2022年初，依据第三次全国土
地调查结果和国土空间规划，宁夏统一界定山林资源地类和界
线，山林地划界确权逐渐步入“快车道”。目前，全区林地确权
1041.72万亩，确权率达76.5%。

破局：“活水”流出新水韵

夕阳的余晖为月亮山染上绚丽色彩，葫芦河像嵌在青色帐
幔间的一根银弦，奏着和谐轻快的小调，淙淙流淌。

近日，马学成起身喂圈棚里的 10头牛，妻子马俊花拧开灶
台上的水龙头开始洗碗，小家被包裹进了夜色里。“我们从大湾的
半山上搬迁下来有13年了，以前日子难过，特别是吃水难，担水要
来回走三四公里的小道。”回忆往昔，马学成满脸苦涩。

2010年，马学成一家从西吉县马建乡大湾村搬迁到了王民
乡二口村。家里通上了自来水，不仅人喝上了放心水，就连牛
羊都喝上了“健康水”。

然而，“粗放治”的管理方式让水资源的浪费也不可忽视。
2021年，借自治区用水权改革的东风，西吉县摸清用水底

数、规范用水计量管理方式，解决了陈旧计量方式和新计量要
求的矛盾，水资源管理趋于精准化、精细化、智能化。

“以前外地人来西吉，晚上不得不趁夜色离开，因为宾馆动不动
就停水，洗澡更是件奢侈事。”西吉县水务局副局长雷兵兵说。

让每一滴水迸发最大潜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就必须在用
水权改革上出实招。西吉县通过水资源确权、赋能、定价、入
市，推动水资源向“水资产”转换，让用水权像商品一样流通起来。

该县探索设立“水银行”，开展用水权质押、授信，拓展了水
资源金融属性尝试，让“沉睡资产”变成“流动资本”，累计办理
用水权质押贷款 600万元。加大用水权交易力度，2022年、2023
年累计交易水指标2220万立方米，交易金额2175万元，实现了跨
区域、跨行业的用水权交易探索，并完成县域内用水权交易零的突
破，激发用水权交易市场活力的同时，也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近年来，通过用水权改革，西吉县将水资源确权，提高了群
众的节水意识，同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倡导‘引水上山’，
种植高山冷凉蔬菜，以达到用好每一滴水的目的。”雷兵兵说。

天色渐暗，从王民乡二口村的高山峁上远远望去，二口水
库闪烁着细碎的银光。这一湾水库，给周边的饮水、灌溉都带

来了福祉。
“王民乡低水高用、引水上山，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建设

了 6400亩节水高效、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大力发展高山冷
凉蔬菜种植。”王民乡党委书记王剑说。

隆冬时节，马莲水库对面，成片的冷凉蔬菜基地开启“冬眠
模式”。“马莲水库为乡上的冷凉蔬菜基地提供了水源供给。”马
莲乡农业用水办公室负责人梁晓说。

西吉县种植冷凉蔬菜 15万亩，主要集中在葫芦河川道区，
从原来的大水漫灌到现在的滴水灌溉，一亩地用水从 200立方
米降为145立方米左右。

改革使西吉这个农业大县的用水权指标不仅“活起来”，而
且“动起来”，实现了从“闲置”向“增值”的流动。

在宁夏，持续深化的用水权改革，促进了水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高效利用，用水权入市交易主体双向奔赴的动力增强了，
以改革推动节水增效的效用日益显现。目前，全区核定确权灌
溉面积 1058万亩，确权水量 43.6亿立方米，实现了农业用水应
确尽确。近3年来，全区万元GDP水耗降低15%。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自治区党委立足全国生

态大局、黄河流域全局、区域生态格局描绘新蓝图，以更高站
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美丽宁夏建设。

不甘落后、奋勇争先的宁夏人民，将生态文明这道必答题，
注解在了绿水青山间。

相关链接

宁夏“六权”改革倍增效应、放大效应逐步显现。
全区高效节灌面积增加 11.2%，再生水利用率提高 17.5%，

列入试点五年来，全区共征收水资源税 23.2亿元；全区交易土
地 4412.31 万平方米、225.3 亿元，新增指标 70%用于产业发
展。2021年以来，全区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2552宗 19.07 万亩；
全区交易山林权 1.14万亩、291.08万元，在全国首创《山林地
确权明白书》，培育涉林经营主体 3040 家；重点排放单位参
与全国碳排放交易，卖出 605.29 万吨，成交额达 2.48 亿元；
实现排污权交易 136 笔，交易金额 1861 万元。2022 年，六大
高耗能行业能耗占规上工业能耗的比重比 2020年下降 0.8个
百分点。

长河腾浪山歌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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