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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作社联盟山东理事会，因合作社

发展需要，现组建各市县级分支机构，凡赞

成联盟章程、热爱合作社事业并且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力的团体或个人均可报名申请。联

系电话： 0531-61361188 15269128299 。

招 聘 启 事

由于新鲜牛奶具有易腐、
不方便运输等特点，全球奶制
品贸易量仅占其总产量的
7% ，并且大多是奶粉、奶酪
等加工品。因此，不论是美国
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
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其鲜奶
主要由本国或当地生产者满足
供应。不久前我国发生的“三
鹿奶粉”事件，使消费者对国
产奶制品消费的信心剧降，以
超常规发展为傲的中国奶业也
受到重创。为重建消费者信
心，促进我国奶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可以借鉴欧盟奶业发展
经验，加快推动集产销于一体

的奶业合作社的发展步伐。

科学规划布局

促进奶牛养殖适度规模发展

欧盟主要奶业生产国荷
兰，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但
其奶业发展并未一味追求大规
模，而是选择与其国情相适应
的适度规模，其中通过产加销
于一体的奶业合作社把千万奶
农带向市场是其成功的关键。
我国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小规
模养殖仍是未来奶业发展的主
体，以奶业合作社这种经营方
式，组织广大农户进行奶业生
产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策略

选择。农业部门实施优势区域
布局的多年实践，使奶业优势
产区产量比重有所上升，但养
殖过度分散、规模过小的状况
仍未彻底改观，缺乏组建一体
化奶业合作社的现实基础。因
此，建议通过进一步加大优势
区域布局的实施，促进奶牛养
殖适度规模经营，为推动一体
化奶业合作社发展奠定基础。

开展试点探索

一体化奶业合作社发展经验

我国目前“公司+农户”
或“公司+奶站+农户”的经
营方式，没有形成养殖与加工

环节之间真正的利益关系。一
旦市场发生波动，在市场中处
于劣势的奶农利益难以得到有
效保护。“三鹿奶粉”事件发
生对奶牛养殖业造成巨大冲
击，极大地影响了奶业的可持
续发展。虽然国家出台了鼓励
和发展奶牛养殖的相关政策，
但目前养殖业发展受到饲料成
本上升和原料奶价格下跌双重
挤压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要
促进奶业发展、保证奶产品的
质量安全，解决奶业产业链各
环节利益脱节的问题显得尤为
迫切。从法律上看，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为奶业合作社的发展

创造了良好环境。建议选择养
殖基础好、规模相对集中、水
平较高的优势地区，试点组建
集产加销于一体的奶业合作
社，通过延伸产业链，使奶农
分享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
从利益分配机制上解决影响奶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
题。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推动合作社向加工销售延伸

目前我国奶制品加工能力
过剩，企业恶性竞争导致利润
下降，加工企业缺乏向成本
高、周期长，风险大的养殖业

延伸，进一步提高自有奶源比
例的意愿。但养殖业受饲料成
本上升和原料奶价格下跌的双
重挤压，有寻找提高生产利润
途径、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强烈意愿。为此，建议国家出
台政策，为条件具备的奶业合
作社提供优惠贷款，鼓励并购
现有乳品加工厂，推动其延伸
产业链，真正实现以家庭奶牛
农场为基础，以乳品加工企业
为依托，以国内外市场为导
向，以合作组织为纽带的产加
销一体化的合作经济，进而全
面推进奶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蔡薇萍)

科学规划促进奶牛养殖适度发展
——— 欧盟奶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下)

平原县益农蔬菜专业合作社
自去年成立以来，在理事长迟吉
华的辛苦忙碌下，菜农效益节节
攀升，每亩地纯收入达到七八千
元，在当地小有名气。谈到迟吉
华，当地农民都说他是一个踏踏
实实为农民办实事的好干部。迟
吉华经常这样说：“自己富裕不
算 富 ， 村 民 富 了 ， 才 是 真 的
富。”

迟吉华是平原县桃源街道办
事处后迟村村支书，现任益农蔬
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007 年国
家开始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一心想办合作社的想法深
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潜心研

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章程等
相关知识，并开始在全村作动员
工作。一开始，农民不理解，坚
决不同意流转土地，农民害怕合
作社搞不成功，土地没有了，就
没有饭吃了。但重重困难没有压
倒这个坚强的人，迟吉华诚恳地
说：“刚开始时，一天最多去农
户家 20 多趟！”他的诚心和带领
农民致富的干劲感动了村民。到
目前为止，合作社整合土地 200
多亩，建了蔬菜大棚，并让每个
村民入股。

有了土地，建了大棚，他又
开始联系合作单位。因为他意识
到单纯靠自己发展没有竞争力，

能找个合作单位发展订单农业，
产、供、销三个问题就都解决
了。几经周折，他联系到了德瑞
特国际有限公司，经过几次洽谈
签订了合同，并由厂家统一提供
优良的黄瓜种子，实行统一化管
理，统一回收。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到年底，农民的腰包鼓了
不少。迟吉华说：“做事，只有
为农民办实事，让农民看到收
益，才能民心顺；民心顺，才有
凝聚力。”这也是他经营合作社
的深刻体会。

益农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成功
也引起了平原县各级领导的高度
关注，这对迟吉华来说更是一种

巨大的精神鼓励。日前，他来到
合作社联盟山东理事会，主要是
想通过合作社这个平台引进几个
优势项目，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
资源，扩大规模；也充分利用周
边村子的闲散劳动力，带动周边
村子一起富起来。同时，希望合
作社联盟协助申请国家扶持资
金，作为合作社的运营费用。合
作社联盟秘书长高洪利对他赞叹
不已，鼓励他作为领路人，一定
要严抓管理，正规化、规范化发
展合作社。理事会也会协助申请
扶持资金并引进几个优势项目，
在现有的条件上，真正把合作社
做大、做好、做精。 (本报记者)

迟吉华：致富路上领路人

近日，在韭久香韭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
文学的邀请下，中国合作社联盟山东理事会一
行来到了邹平县韩店镇上店村。

邹平县以种植韭菜而闻名，但是单家独户
的经营方式没有市场竞争力，没有品牌效应。
去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周边的四五个村
子联合起来申请成立了韭久香韭菜专业合作
社，并注册了韭久香有机韭菜这一品牌。合作
社理事长李文学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
他思想很活跃，办事踏实肯干，自从成立了合
作社担任了理事长后，他购置了先进的办公设
备，不断充实自己，对管理合作社也很有一
套。

李文学说：“一开始兴办合作社，好多人
都想加入进来，想把韭菜卖个好价钱。但是，
我们都是经过筛选，挑的都是有上进心，干实
事的人。”对社员管理他奖罚分明，为了防止
社员私自用农药，他实行“五户联保制”，即
以五户为一个单位，相互监督，一旦韭菜检测
农药超标，一起受罚。每月 30 日召开社员大
会，把各家各户的问题集中起来共同解决。这
样，每个社员都有发言权，也充分地调动了社
员的积极性。对韭菜实行“四个统一”，即统
一施肥、统一存放、统一检测、统一销售。通
过这样的统一管理，社员们对李文学也心服口
服。

说话间，山东理事会一行来到了他们的基
地，放眼望去方圆几里全是韭菜，此时，正是
韭菜包根、护根的季节，农民也都忙着给韭菜
施肥。远处几片地里已经建起了防虫网，李文
学高兴地说：“这些防虫网都是浙江台州的，
质量有保证，可以用 5 年左右。下一步就上韭
菜监测仪，那样用起来比较方便，随时可以检
测韭菜的生长状况，按标准来作业，争取
3000 多亩的韭菜都能达到有机无公害。”

最后，李文学说，冬季的销售是他最头疼
的问题。虽然联系到一个超市，但是一个超市
需求量太少。秘书长高洪利答应能协助解决销
售问题，协调参加北京有机食品展销会，拓宽
销售渠道，让农民得到更大收益。

(本报记者)

邹平考察

韭久香韭菜合作社

合作社联盟在行动

7 月 26 日上午，苍山
县凯华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将 600 万元扶持资金发放
到社员手中。

凯华蔬菜产销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是我省蔬菜产业中较早由工
商部门核准注册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目前已吸纳社员
3218 户，辐射到周边 10 个
乡镇中的 88 个村庄。合作
社成立之初就建起了一座专
业批发市场，并通过土地流
转的方式建立了 1000 多亩
的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平
均每亩年增效益 5 0 0 0 多
元，生产发展的同时也给市
场经营带来了可喜的效益。

该市场现年交易量超过 1 . 2
亿公斤，成交额高达 2 . 8
亿元。

在经济效益稳步增长的
同时，合作社负责人清楚地
意识到，资金不足给生产和
发展带来的困难。针对这种
情况，从 2007 年底开始，
他们就把市场经营中得到的
收入全部用来扶持社员发展
再生产上。到 2008 年，合
作社先后拿出了 400 万元
资金，无偿地借给了 1000
多户社员。他们用这些钱增
建了大棚，几倍、甚至十几
倍地提高了蔬菜产销量。

今年，苍山县委、县政
府提出“苍山优质蔬菜进上

海、进超市、进世博会”的
“三进工程”后，农民种菜
的积极性更加高涨，蔬菜大
棚计划种植面积大幅增加。

为了再度解决社员发展
蔬菜生产中资金不足的问
题，凯华蔬菜产销合作社确
定将今年上半年的 400 万
元经营收入全部拿出来，另
外 再 向 银 行 贷 款 2 0 0 万
元，一次性发放到社员手
中，让他们的生产计划能够
全部实现。合作社的负责人
表示：这些扶持资金仍然不
收一分利息，就连银行贷款
的利息也由合作社统一垫
付。

(潘瑞琛)

莱西市沽河街道散水头
村种植蜜桃已有上百年历
史，该村沙质土壤特别适
合蜜桃生长，所产蜜桃个
大、质脆、味甜。近几年
来，借助新农村建设有利
时机，该村持续投资整修
土地、改善水利设施，挖
掘 这 一 优 势 资 源 ， 发 展

“一村一品”，成立了青
岛莱西市散水头蜜桃专业
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
增加农民收入。

合作社统一为种植户提
供优质树苗、化肥，引进新
技术、新品种，指导种植户
进行剪枝、追肥、病虫防
治，统一印刷包装盒、统一

销售，提高了“散水头蜜
桃”的品牌效应和售价。目
前该村共种植蜜桃 600 多
亩，有上海蜜、北京二号、
黄金蜜等 10 多个品种，远
销潍坊、青岛等各地，每亩
最高收入达 1 万多元，全村
每年收入 400 多万元。

(于登文)

我国许多地方，一家一户分散养殖，因居住地
偏远，信息不灵，当地销路欠畅，想养兔又养不成
兔，养了兔也不赚钱，从而成了老大难问题。合作
社的发展，解决了这一难题。

以诸城市波涛家兔专业合作社为例，领头人是
当地养兔能手刘连波、刘连涛兄弟二人。兄弟二人
利用自己的业务经营渠道，在种兔繁育、食品加工
龙头企业设立信息反馈窗口，利用自己的种源、技
术和销路，为那些想养兔而又一时养兔难的养兔
户，协调解决引进种兔、交售商品兔运输，伤亡种
兔兑换好种兔，技术服务、产品销路等问题，把兔
业龙头企业无暇或无力顾及的各种养殖服务作为合
作社的生存壮大空间和业务发展重点。合作社运作
一年多来，各地社员人数已达 300 多人。家住沂水
县的养兔大户高现涛，是这些合作社社员中极具代
表性的一个，他和儿子两人利用庭院和村边林地养
兔，今年前 7 个月，养兔纯收入达 19 万元。

滨州市利农蚕业合作社理事长韩清明，远在滨
州也加入了诸城市波涛家兔专业合作社。他的养蚕
合作社，社员真正用来养蚕的时间一年中只有 50
多天，有 300 多天是空闲时间。老韩爱琢磨问题：
他发现养兔是个好项目， 2009 年 3 月 18 日，他从
波涛家兔专业合作社引进肉用良种兔 75 只，进行
试养， 4 个多月已扩群繁殖到近 300 只，收入已达
6 千元。如果按目前的行情计算，种兔繁殖期可利
用二年半时间， 75 只种兔在利用期内繁育商品兔
可创效益 8-10 万元。养兔业不仅可以让养蚕合作
社社员闲时有项目可干，而且能赚到不少钱。于
是，就有首批 30 多户养蚕合作社社员加入家兔专
业合作社养兔。 (张洪钦)

凯华蔬菜合作社 600 万元扶持社员

莱西蜜桃合作社“甜”了村民

信息需求催生
养兔服务合作社

土地使用者赵文玉坐落于
文登市界石镇石头河村村南
133 号的一宗地，编号为界石
集用(1991)字第 060390019 号
《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经土
地权利人申请，现予以作废。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无异议，
注销原土地证书。

文登市国土资源局
2009 年 8 月 10 日
土地使用者吕洪泽坐落于

文登市界石镇吕家上口村南
260 号的一宗地，编号为晒字
集用(1991)字第 070130308 号
《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经土
地权利人申请，现予以作废。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无异议，
注销原土地证书。

文登市国土资源局
2009 年 8 月 10 日
土地使用者房福清坐落于

文登市界石镇楚岘村村北的一
宗地，编号为晒字集用(1991)
字第 070080098 号《集体土地
使用证》丢失，经土地权利人申
请，现予以作废。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无异议，注销原土地
证书。

文登市国土资源局
2009 年 8 月 10 日

土地使用者刁培海坐落于
文登市界石镇北崮头村村南
89 号的一宗地，编号为晒字集
用(1991)字第 070220085 号
《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经土
地权利人申请，现予以作废。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无异议，
注销原土地证书。

文登市国土资源局
2009 年 8 月 10 日
土地使用者柯本乐坐落于

文登市高村镇高村村 1305 号
的一宗地，编号为高村镇集用
(1991)字第 220010820 号《集
体土地使用证》丢失，经土地权
利人申请，现予以作废。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无异议，注销
原土地证书。

文登市国土资源局
2009 年 8 月 10 日
土地使用者张廷会坐落于

文登市宋村镇潘家格村的一宗
地，编号为宋村集用(1991)字
第 150160009 号《集体土地使
用证》丢失，经土地权利人申
请，现予以作废。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无异议，注销原土地
证书。

文登市国土资源局
2009 年 8 月 10 日

身份证挂失
李现翠 370122194903310743

2007 年 9 月 10 日签发
耿双莹 370302198001291145
刘顺霞 370323198511191429
刘华 370323198804011436
藏良真 370782198905132415

2006 年 10 月 8 日签发
巩太国 370728197012312416

2006 年 4 月 3 日签发
李江宾 370784198401215033
张则士 372924199109100678
毕雪梅 372924197811280665
王洪星 371325199007063039

2006 年 3 月 14 日签发
刘仲玲 371325198904063122

2006 年 1 月 16 日签发
刘宗杭 372831196703243078

2008 年 6 月 24 日签发
张蕾蕾 370785198505284080
崔星栋 370785198407034272
候运佳 370785198610254115
董洋洋 370785198412234084
宋晓萍 370785198803044288
王美江 372827197606018418
2005 年 10 月 20 日签发
张兴厚 371322198711292237
2009 年 4 月 23 日签发
刘海青 370686198712114632
张令根 370481197901137756
柴同洋 370481198503281853
冯威 370481198512108112
王美萍 370225197011052329

2006 年 3 月 5 日签发
卢可明 370222196105203219

2006 年 2 月 10 日签发
魏述省 371203197211213732

05 年 11 月 10 签发
刘朋 370919197203170320

05 年 10 月 29 日签发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