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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为深入
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关于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决策部
署，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解决法
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促进农业
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
启动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执法检查。

记者从1日在京召开的全国人大
常委会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执法检查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检查组将
于6月至7月上旬，分赴吉林、江苏、河
南、重庆、四川、新疆6个省（区、市）进
行检查，同时委托内蒙古、黑龙江、安
徽、江西、山东、贵州6个省级人大常委

会分别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机械化促
进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据悉，执法检查组将在全面了解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情况的基础
上，重点检查培养农机专业人才，推进
农机信息服务，加大科研开发投入情
况；农机化标准体系建设，开展公益性
农机技术培训推广情况；完善农机作
业服务体系情况；采取财政、金融、税
收优惠政策支持农机化发展情况等。

7月下旬，执法检查组将召开第
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
告稿。8月下旬，执法检查组将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执法检查情况。

“当时村里有地往外承包，我
手里有点钱，就接过来了。”说起
与种地结缘的过程，周荣峰至今仍
感慨，“没想到今天能种这么多
地。”

2003年，当了4年兵的周荣峰退
伍，回乡后做起了家纺生意。经过多
年打拼，手头有了点积蓄。周荣峰在
老家——— 商河县怀仁镇周家集村承
包了100亩地，并于2013年成立了家
庭农场——— 商河县荣峰家庭农场，
由“商”转“农”。

“我转型还是很成功的，用实
在话说就是‘挣钱了’。”周荣峰
颇为高兴地说，“挣钱后就再流转

地，到今年我已经流转了将近1500

亩地，其中1263亩种小麦、玉米，
一年净收入六七十万元，规模种粮
有账可算。”

5月28日，周荣峰在地头给记
者算起种地账。小麦，每亩有125

元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县里还有
100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今
年他的农场承接了600亩的优质小
麦订单项目，每亩小麦又能多卖
100元左右；玉米，一亩有55元的
补贴，今年农场承接了800亩的高
淀粉玉米订单项目，一亩比普通玉
米还能多卖100元左右。周荣峰介
绍说：“镇里把黄河水引到附近，

我们免费用，所以我们这一带粮食
产量格外高，即使没有农业项目，我
也很乐意种地，因为现在种地不再
仅凭一把力气，机械化让种地越来
越轻松。”农场1400多亩地，日常由4

个人管理，耕耙播种收有专业公司

协助；粮食销售更省心，周荣峰在粮
食收购和加工企业均有专户，他日
常工作就是协调一下各方面关系，
不定期到地里转一转。

由于种地种得好，家庭农场经
营有方，周荣峰被镇上任命为“乡

村振兴工作专员”。“规模种地是
有账可算的，我的目标是 5 0 0 0

亩。”42岁的周荣峰信心满满地
说，“种地咱是专业的，现在政策
这么好，咱多种地，多打粮，为国
家做贡献，让自己多挣钱。”

5月28日，展锦荣又往村东的
麦地里跑了一趟。“前天打药了，
我来看看情况。”展锦荣脚下的这
块麦田有861 . 3亩，已交由高密市孚
高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托管。

“托管不是不管。不论是耕、
种、管、收，还是粮食销售，我们
合作社都要参与。”展锦荣是高密
市大牟家镇展家村的村党支部书
记，又是村粮食生产合作社的理事
长。5月26日，孚高公司安排了13架
无人机给小麦打药，预防干热风，

展锦荣就找来7个合作社社员，给
无人机兑水、兑药，做好服务。

变化始于去年。孚高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仪亮说，5年前，
在高密市供销社的主导下，其下属
公司——— 高密市孚高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在大牟家镇流转了4个村的耕
地，搞起了土地托管服务。但从土
地托管的效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
的效果。一方面，由于流转土地并
未大面积成方连片，孚高公司巨资
订购的播种机等大型机械装备无法

发挥最大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农
资企业的短板恰恰是农事管理，导
致流转的耕地收成未达到理想状
态。同样，就托管模式而言，此前
为土地流转或产中托管服务，无法
做到产业链有机整合。

“去年，我们加强与农村社
区、生产合作社、高密市农村商业
银行（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合
作，补齐农民组织发动、土地整
合、信贷支持等方面的短板，共同
推进全新的土地托管服务模式。”
高密市供销社党组副书记李思维
说，这种模式充分发挥社区组织优
势，搞好土地整合，使土地成方连
片，形成种植规模；专业合作社组
织社员对土地进行日常管理；高密
市农村商业银行发挥金融优势，为
土地托管提供资金支持；供销社发

挥生资、技术、农机等规模化服务
优势，按照订单农业管理模式，提
供良种、生资等农业投入品和统防
统治、机械作业等的一条龙服务。

“四社”联动，各得其所。前
年秋天，展家村党支部主导成立
了生产合作社，与农户签订了土
地流转协议。“合作社再与孚高
公司签订托管服务协议，共同实
施耕、种、管、收、售等服务项
目 。 展 锦 荣 介 绍 ， “ 四 社 ” 合
作，村集体负责整合土地、日常
管理，每年每亩土地村集体可得
到40元的组织服务费，还可以得到
30%净利润分红。

“土地先流转再托管，我们更
放心。”展家村的养鸡专业户展云
珑说，合作社是村党支部领办的，
有了事就找合作社，如果直接托管

给公司，因为不熟悉，心里不托底。
在姜庄镇日成蔬菜专业合作社

的10个高标准大棚里，社员们正在
采摘水果西红柿，市场价一度卖到
12元/斤。“这个项目因为资金不
足差点‘胎死腹中’。”合作社理
事长肖日成说，原来大棚不能抵押
贷款，实施“四社共建”后，由市
供销社的下属农业公司做担保，高
密市农村商业银行推出了“大棚
贷”，合作社才从银行贷到了110

万元。
高密市供销社政策研究室主任

张世勇介绍说，实施“四社共建”
以来，供销社的服务公司共为合作
社及社员担保贷款650万元。

目前，高密市“四社共建”示
范点已达到8处，共建村达到267

个，为村集体增收1100万元。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执法检查

高密探索全新的土地托管服务模式

一环扣一环，“四社”共种“一块田”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王喜进 王翔

农村大众报临沂讯 （记者张
婷）5月26日早上，沂水县道托镇大
黄旺村村民周见锋一手拄着拐杖，
一手拎着一袋饲料，到村庄北侧的
兔舍给400多只獭兔喂食。“这些獭
兔得仔细养着，脱贫致富就靠它们
了。”周见锋说。

2011年至2013年间，周见锋两
次查出重病，做手术治疗花了十多
万元。手术后，周见锋干不了重
活，生活过得很艰难。2014年，周
见锋被识别为贫困户。

虽身处逆境，周见锋还是想方

设法缓解家庭压力。2013年，他尝
试养殖了100只獭兔，但因为缺少资
金和技术，收入微薄。直到2 0 1 7

年，周见锋通过道托镇政府的帮
助，在银行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2

万元，养殖有了起色。2019年，他
又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5万元，扩大
养殖规模，存栏数达到5000只，去年
实现增收2 . 5万余元。“现在，我家里
的日子好过很多，这得多谢政府的
帮助和扶贫政策。”周见锋说。

扶贫小额信贷，是临沂市财政
局支持做好脱贫攻坚的保障工作之

一。据了解，从2015底起，临沂市
财政局将专项扶贫资金纳入年度预
算，2016年到2020年，市级安排专
项扶贫资金11 . 57亿元，县区级安排
专项扶贫资金14 . 04亿元。资金向深
度贫困地区以及库区、湖区等重点
区域倾斜，支持做好扶贫产业发展
项目、扶贫特惠保险、“三无”失
能特困人口护理补助、危房改造补
助等保障工作。

沂南县马牧池乡牛王庙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王传荣今年6 9岁，
在牛王庙村旁的沂南县盛世庄园

家庭农场务工，她年纪虽大，但干
活麻利。“干一天活儿，我能挣70块
钱。”王传荣说。

农场主刘成才向记者介绍，农
场占地1000亩，共52个大棚，其中
16个为扶贫大棚，用230万元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建起来的。目前，有12

位贫困户在农场务工。
“除了务工工资，贫困户还有分

红收入。”刘成才说，农场每年会拿
出16 . 2万元给贫困户分红，从2017年
到2019年，共有363户556人从中受益。

之所以有这么多贫困户受益，

源于临沂市财政局不断提高专项扶
贫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效率。据了
解，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临
沂市先后建成2845个产业项目，涉
及加工、旅游、种植、养殖等领
域，带动 4 8 . 9万贫困群众增收，
2019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
收入达6912 . 5元。

另外，临沂市财政局积极探索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
衔接，加大济临扶贫协作专项基金
投入力度，构建多元化的扶贫协作
投入机制和资金滚动使用长效机
制。2020年，从市级乡村振兴重大
专项资金中安排9800万元，统筹济
南协助资金、慈善捐助资金，力争
基金总额达到3亿元以上、年帮扶
2 . 5万人左右。

周荣峰的家庭农场

7年从100亩到1500亩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星

临沂不断提高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和使用效率

2845个产业项目惠及48 . 9万贫困群众

周周荣荣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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