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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月 1 3 日，聊城小麦种植已
经接近了尾声，但该市经济开发区
永丰玉米专业合作社一些还没种上
小麦的社员并不着急，因为合作社
的机械能让他们几小时内完成秋
种。

永丰玉米专业合作社起步于
2 0 1 1 年 8 月，短短的 3 年内 , 合作
社已由最初的几十户社员迅速发展
到 5 3 2 户 ,流转土地 8 7 3 2 亩，辐射
周边 2 4 个乡镇。是什么原因让该
合作社发展如此迅速？“农民组织
化、种植规模化、管理企业化、经
营市场化、分配合作化。”合作社
理事长杜吉国这样诠释合作社运行
模式。

统一调度，

小麦种植不慌不忙

永丰玉米专业合作社的业务主
要是土地托管的活。 10 月 13 日早
上 7 点半，记者赶到合作社在梁水
镇王屯村的分社时，两名机播手
正在对拖拉机、播种机进行加油
和 保 养 。 不 一 会 儿 ， 两 辆 “ 铁
牛”载着合作社统一提供的小麦种
子，向附近大田开去。

8 点，播种机到达王屯村一片
57 亩的大田开始作业。杜吉国说，
合作社的机播手都经过多次技术培
训，持证上岗。如果庄稼因为播种
出现问题，合作社要给社员或者农

户赔偿。
“播种、收获基本不用我们

管，一个电话播种机就来了。”梁
水镇王屯村社员王秋成指着自家地
笑着说。不到 11 点， 50 余亩的地
播种完毕。

负责播种这片地的张炉集镇郭
里王村机播手王振明告诉记者，合
作社在农忙时节统一调度机播手。
哪里多少地、谁家的地，这些信息
很快就会通过分社传递给合作总
社。总社会优先考虑附近有空闲的
机播手。

很快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记
者看到，合作社有专人把午餐送到
机播手工作的地头。

玉米剥皮

农机修理两不误

吃过中午饭，记者赶到位于斗
虎屯镇杨庙村的分社时，当地分社
社员李彦已开始用合作社的机械给
玉米剥皮。

李彦说， 2 0 1 3 年他带着 6 亩
土地和两台联合收割机加入合作社,

当年年底就看到了收益：原来亩产
只有 1 2 0 0 斤左右，加入合作社并
使用“一埯多株”技术后，玉米亩
产量达 1 7 0 0 斤，再加上机械作业
费返还、分红等，一年下来增收了
1 . 3 万余元。

增收快，农民自然愿意加入合

作社。当天下午，理事长杜吉国接
到两个从茌平县打来的电话，这两
位农民也想以农机入股加入合作
社。从 2 0 1 1 年起，永丰玉米专业
合作社每年新增近 2 0 0 0 余亩托管
土地。社员以机械入社、土地入社
和带资入社等形式入股，收益分配
实行“股份红利+工资+机械作业费
返还”的方式。 2 0 1 3 年，社员人
均纯收入 5 . 5 万元。

下午 3 点半，玉米剥皮结束，
李彦开始农机维修与保养。记者看
到，李彦的维修设备、配件上都标
注有“永丰合作社”的字样。“凡
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机，维修配件实
行统一购置。”斗虎屯镇杨庙村分
社的理事长徐尚俊告诉记者。目
前，合作社培训机播手 8 0 多人，

检修各类农机 100 余台。

统一收购

富硒玉米深加工忙

下午 5 点，杜吉国带领记者来
到了合作社位于梁水镇的富硒玉米
产品加工厂。记者看到，虽然厂房
不大，但是功能齐全。“这是我们
合作社注册的全省第一家富硒玉米
商标。”杜吉国指着包装盒上“北
城稷乐”四个字对记者说。

走进厂房，映入眼帘的是由合
作社从社员手里统一收购的富硒玉
米。在车间，一台玉米加工机器正
在把玉米粒加工成玉米粉，旁边的 6

名工人正在包装加工好的富硒玉米
粉。“农忙结束了，就来合作社厂房
打工，一天有 100 多元的收入，还不

错。”社员杜殿祥告诉记者。
“今年是合作社生产富硒产品

的第二个年头，加工量 30 吨左右。
目前，合作社已经从青岛引进了一
台更大、更先进的加工设备，下一
步我们将逐步扩大规模。”杜吉国
说。

晚上 6 点半，记者回到了位于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范庄村的合作社
总部。在这里，理事长杜吉国说出
了下一步的打算：“明年合作社托
管土地面积达到 1 万亩之后，将不
再扩大托管规模，先把这 1 万亩托
管土地全部吸收消化后再做打算。
因为，合作社发展的速度已超出了
想象。”

◎记者感言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粮食
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这给粮食主产
区的合作社发展带来了机遇。聊城
市永丰玉米合作社正是抓住了这一
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

但记者在体验中了解到，合作
社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永丰玉米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杜吉国就为粮食晾
晒的问题烦恼不已。合作社今年打
算统一收购 532 户社员种植的小麦
和玉米，但是由于没有烘干设备，
也找不到大的晒场，正在发愁中。

“如果把粮食堆到马路上去
晒，车子一过要压坏压碎好多的谷
子，而且晒出来的粮食也不干净，
无法保证质量。”杜吉国介绍，如
果碰到阴雨天气，粮食直接霉变发
芽，损失将会更大。

“购买烘干机投入大，但也要
考虑。”杜吉国觉得，过不了几
年，农村里的劳力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贵，机械化烘干势在必行。

农机互助式半托管和自选式全托管模式互为补充，统一调度不误农时———

一个粮食合作社的土地托管之路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9月30日，聊城市经济开发区
永丰玉米专业合作社第二届社员分
红及先进机播手评选大会成功举
行，分红奖励金额达 13 万余元，
较之去年涨了近 3 倍。

“在过去的 10 个月里，合作
社托管土地新增 1000 余亩。”合
作社理事长杜吉国介绍，截至目
前，合作社以托管、承包等方式成
功流转土地 8732 亩，并建有 23 个
分社，辐射周边 24 个乡镇，依托
农机服务，实现了农村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

从农机推广开始探索

合作社理事长杜吉国曾是一名
农资经销商。2011年，他在经济开
发区北城办事处朱王村选了580亩
良田进行标准化种植试验，当年秋
收一算账，580亩地亩均增产260多
斤，每亩增收 200 余元。“这次试
验和示范，效果出奇地好，农民很
乐意接受这种省心省力、省工省钱
的种植方式。”杜吉国第一次感受

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必须
与机械化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当
年他成立了永丰玉米专业合作社。

此后不久，斗虎屯镇杨庙村农
民李彦用自家的小型农机旋地，忙
了大半天，仍未将田地旋好，急得
直跳脚。分社社长徐尚俊请来一台
大马力拖拉机帮忙很快整好了地。
杜吉国知道这件事后，开始考虑提
高农机配备水平，扩大服务范围。

试行两种土地托管模式

永丰玉米专业合作社经营的土
地，只有少数采取的是承包方式，
90% 以上实行的是农机互助式半托
管和自选式全托管服务模式。

2012年，与合作社签订协议的
托管土地面积达到了3000余亩。为
了搞好服务，杜吉国成立了农机中
介部、农资种植植保部，向社员公
布了服务价格，施肥15元/亩、耕
地45元/亩、播种15元/亩、浇地45

元/亩、收割45元/亩。社员可以根
据自家的情况选择两种托管服务中

的任意一种，可享受每亩 5 元的优
惠。

托管试验成功后，杜吉国开始
在周边村子和乡镇探索。由于单个
农户的作物产量少，销售渠道窄，
杜吉国又按照高于市场价 2 毛的价
格收购玉米。合作社初步统计，这
种全托管加粮食回收的方式，每亩
地社员每亩能增收 300 多元，合作
社也能收入 30 元左右。

“参与托管服务的机播手一年
两季生产下来收入也增加了，大家
都很满意。最高兴的还是那些外出
打工和到城里做生意的农民，挣钱
和收粮两不误。”合作社社员、机
播手杜殿祥告诉记者。

确定“十百千万”工程

由于土地全托管的农户一季比
一季多，对农机具数量的需求也更
加迫切。杜吉国一方面积极筹措资
金购置新农机具，另一方面最大范
围地联络周边的农机户，实行联机
耕作和联手经营，从而实现了农机

资源共享，提高了农机使用率。
“凡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机，维

修 配 件 实 行 统 一 购 置 、 统 一 维
修。”合作社农机中介部主任王琼
介绍。对带机入社的农机户，根据
完成的作业面积，除上交一部分管
理费外，所得利润全部返还。

通过近 4 年的运作，合作社已
经建成了一个内设机构齐全、管理
到位、规章制度健全的标准化专业合
作社。目前，永丰玉米专业合作社的
主要经营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资料
供应、农业机械化服务、农副产品加
工、销售等。去年，合作社全年收购托
管服务的玉米 100 万斤、小麦 50 万
斤，各项经营服务获利 70 余万元。

9 月 30 日，合作社召开第二届
社员大会，除了给社员分红奖励
外，社员们还一致表决通过了合作
社明年春季的服务三农“十百千
万”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新建
10 个分社、培训 100 名机播手、拥
有 社 员 一 千 户 、 托 管 土 地 一 万
亩。”杜吉国高兴地说。

◎头条延伸

托管服务有两种，社员可自选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超） 10 月 22 日，记者从山东省农
业厅获悉，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将于 10 月 25 日至 28 日
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
我省也将举办第三届山东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

本届农交会由农业部和山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展会期间，还将
举行风险管理与农业高端论坛、农
业信息化高峰论坛等重大活动。

近河莫枉费水，
近山莫枉柴烧。

冷天不冻下力汉，
黄土不亏勤劳人。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将在青岛举行

斗虎屯镇杨庙村徐尚俊是 23 个分社社长之一，管理着 300 多亩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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