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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引领农民增收

丁济民

近年来，安徽省马鞍山市把发展

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脱贫

致富的重要途径，尤其是 2 0 0 8 年，市

政府将扶持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列

入 民生工 程项目，实施“双十”示范带

动，项目涉及蟹苗、粮油、水果、家禽

养殖、苗木花卉等各个方面，共培育

10 个市级农民专业示范合作社和 10 个

“一村一品”示范村。其中，当涂县 护

河镇园艺村农民成立的果品合作社和

丹阳镇山河禽业合作社成为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的典型。

当涂县 护河镇园 艺村原来是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村，虽然靠近大青山，拥

有百年的鲜桃 种植 历史，每家的自留

地、自留山上都种植了桃树，但从来没

想过在桃子上做 文章。每到鲜桃 成熟

时节，村民们最烦恼的是这么多鲜桃

怎么办，只得一家一户地挑 到县城 去

卖。那 时县城路不好走，一天 只 通一

次客 车，卖到中午桃子就不新鲜了，最

后只好半卖半送地处理了。农民无 奈

地说 ：“春天出门找苗子，夏天 挑担卖

果 子，拼着命去争位子，压 低价 钱拉

贩子，含 着眼泪数 票子。”农民种桃得

不到实惠，积极性大受挫伤。

2004 年，由三个村合并成的园艺

村成立了果品合 作社，成为马鞍山市

第一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成

立后立即做了几件大事：

一是推介品牌，集中销售。为园艺

村的桃子注册了“果满园”商标，对鲜

果统一分 等级包装上市，使园艺村的

鲜桃 成为特色鲜明、附 加值高的优质

农产品。20 06 年，合作社在市体育馆

召开 了一个 大 规模的产品推介 会，把

周围的果品商人都吸引了过来。还与当

地大型超市大润发超市和南京下关果

品 批发市场签订 了购销合同。产品分

等级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后，价格也由

原先的 1.4 元 /公斤提高到 2 元 /公斤，

当年全社销售鲜果达 100 多万公斤，获

利 1.6 万元。

二是引进 新品 种，推广 新技 术。

园艺村种桃虽有百年历史，但仍然沿

袭传统种植方式，品种老化单一、技

术落后。为了帮助农民提高种植技术，

合作社组织会员到江苏无锡水蜜桃基

地、四川山泉镇桃花诗村等地参观学

习。同时，加大培训力度，与安徽 农业

大学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并将园

艺村作为安徽 农业大学的实习基地；

请大学专家现场指导，办了十多期培训

班，讲解果树栽培、剪枝、嫁接、疏果、

病虫害防治等知识，培训 1000 多人次。

组织当地种植户观看有关农业科技推

广项目的录像，引导果 农向无公 害 化

生态种植方式转 变。为引进和推广新

技术，合 作社租赁了 120 亩土地建 立

科技示范园，园内种有极早 518 油桃、

美国加州早甜桃、优质葡萄、软籽石

榴等新品种，合作社给 每个成员免费

赠送 50 棵优质果苗作示范引导，从而

以点带面进行了新品种推广。

三是争取 上级资金支持，搞观 光

农业。2007 年，合作社还争取 到省财

政农业整合资金 700 万元，加上村集

体 投资 800 万元、农户个人 集资 600

万元，修建了一条长 20 00 多米的环形

观光公 路、60 0 米的观 光人行道和太

白湖、桃花潭两个水 库，并对道路 两

侧进行美化亮化，提升了全村的整体

环境水平，吸引了众多城 里人来这里

观光旅游。旅游大巴开进了山村，将农

业生产与休闲旅游紧密结合，既发展了

本地的特色经济，又保住了青山绿水。

在合 作社组织下，园艺村成立了农 家

乐旅游服务中心，从 2006 年开始，每

年举办“桃花节”和“采摘节”。做到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以节促游、以游促

销。20 0 6 年，园艺村共接待 游客 7 万

多人次、就餐 1.2 万人次，餐饮收入 18

万元，土特产品及商品零售额 24 万元，

园艺村人 均增收 80 元。2007 年，仅一

个“桃 花节”就接待游客 9 万人次、就

餐 2.6 万人次，餐饮和土特产收入合计

达 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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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涂县丹阳镇山河村地处丘陵地

带，农田块小不成片，农民光靠 种田

只 能填饱 肚 子，许多青壮年劳力只 能

外出 打 工 挣 钱。20 0 6 年，村 民舒 怀

平看准了肉鸡市场，开 始家禽养殖并

赚 了钱。20 07 年，在县财政投入 160

万元的支持下，舒 怀平成立了山河禽

业专 业合 作社，采 取“合 作组织 + 基

地+ 农户”的经营模 式，通过建设 标

准化 和规模化 生产基地进行家禽产

业化 经营。至 2 0 0 8 年底，项目建 设

带动养殖户 76 户，农户家禽养殖面积

4370 0 平米，一次性家禽养殖量 70 万

只，年 饲 养 量 达 到 42 0 万只。其 中，

20 0 8 年新增养殖 户 40 户，新增鸡舍

面 积 2 2 850 平 米，固 定 资产投 资 约

4 80 万元。

自 2 0 07 年山河禽 业专业合 作 社

成立以来，已向广东温氏集团、芜湖

华源禽 业 集 团 等国 内知名企 业引进

优 质 三黄鸡、青脚麻 鸡 新品 种 近 90

万只。为加强疾 病防控，合作社制定

了完善的免疫程序，组织专业的免疫

团队，为 合 作 社每 个 规 模 户确定一

名疾 病防疫 责任 人，并由合 作 社 和

上级 主管部门监督实施。同时，合作

社还配 合镇 兽医 站加强农户安全 生

产教育 培 训，提 高 其对安全 生 产的

认识，确保 家禽养殖的健康安全。目

前，还组建了社服务中心，为养 殖 户

提供疾病防治、养殖技术等服务，组

织成员参加疾病防控培训，并邀请芜

湖华源禽业集团、市农委等专家就家

禽 疾病防治、家禽 繁育、苗鸡饲养、

饲 料 配 比、无 害 化处理 等 技术 对广

大养 殖 户进行培训。同时，印制并向

养殖户发放养殖技术资料，提高家禽

养殖技术水平。

为建设信息服务系统和培育品牌，

200 8 年 3月，合 作社开通了当涂县丹

阳镇 山河禽 业专业合作社网站，并与

南京网络公 司确定 了网站信息平 台长

期建设合作协议，利用网络进行产品

发布、信息交流、技术培训，做大做强

家禽品 牌。并与农 业产业化企业雪润

公 司签订 了购销合同，建立市场保 护

价。当合同价 低于市场价 时按市场价

销售，极大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农民的

分散经营整合成规模经营，解决了单

家独户农民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节约

了生产成本。同时，将科技引入 生产活

动，提高了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农户

通过合作组织与市场对接，规避了市

场风险，增强了农产品的销售安全，更

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收入。马鞍山市

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的迅猛发展，

在帮助农民致富增收上，成为新的活

跃因素，为实现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

作用。

（作者单位 ：安徽 省马鞍山市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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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南：开展民生工程送春
联下乡活动

2009 年，安 徽省淮 南市财政部门

将开展 35 项民生工 程，使 220 万城乡居

民享受到公 共财政的阳光。作为民 生工

程的一部分，淮南市财政局近日开展了

民生工 程送春联下乡活动，把一副副春

联送到了村民手中，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

迎。

（吴 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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