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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宁：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新模式初见成效

农户交纳托管费用后，什么都不管，由

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药、种子、化肥等生

产资料，统一组织劳力进行生产管护，

农户仅需坐等合作社“送谷上门”。对

家中不缺劳动力的农户，则实行“阶段

性”托管，即农户交纳托管费用后，合

作社按约定内容负责进行技术指导、

育秧、翻耕、插秧、收割、防治病虫害

等阶段性工作，未约定内容由农户自

行负责。

二是土地托管与农民入股相结合。

大林合作社通过现金入股、实物入股、

土地入股等方式把接受服务的农民变成

社员，农民可在合作社除去公积金外的

经营服务收入中按股分红，这样就把合

作社与农民更为紧密地联结起来。为充

分照顾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小股东社员

利益，该社采用了 “股份+交易量（额）”

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即利润的50%按

股份进行分配，另外50%按交易量（额）

进行分配，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户

会员的种粮积极性。

三是土地托管与专业合作社的服

务能力提升相结合。长宁大林农林产品

经销专业合作社在不断扩大的托管范围

中，其服务与发展能力同步得到提升，

形成了土地托管向纵深发展与合作社能

力增强的良性互动格局。2011年，合作

社实现经营收入835万元，创净利29万

元，带动社员人均增收1050元，其他非

社员人均增收380元。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合作社共带动农户6000多户，增

产粮食110万公斤，养殖业收入1000万

余元，林业收入500万余元。

四是土地托管与同步推进发展方

式转变相结合。大林合作社把土地托管

与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耕作方式和经

营方式转变联接在一起。农户被托管的

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户一家一户

土地零碎、靠人工的耕作方式，从播种、

施肥、喷药、除草到收获等环节基本实

现了机械化。同时，大林合作社以大林

村为生产基地，在实施土地托管的过程

中积极与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宜宾

竹海酒业有限公司、长宁县进华食品有

限公司等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了“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一体化发展

模式。企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与合作

社签订粮食收购合同，每年收购农户优

质稻谷4000吨，解决单家独户的销路问

题，增加了农户的销售收入。目前，在

大林村正在实施商品粮基地建设工程，

把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基础设施

改造等有关涉农项目资金实现有机整

合，预计建设基地1万亩。

五是土地托管与发展循环农业、品

牌农业相结合。大林合作社通过畜禽养

殖的托管，统一收集牲畜排泄物，加工

成有机生物肥料，用于稻田养分供给，

发展绿色农业，同时，帮助农户及时处

理牲畜排泄物，减少农户自己处理的成

本，缓解排泄物长久不处理形成的安全

隐患与环境污染。在这一过程中，合作

社免费使用牲畜排泄物，一方面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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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人多地少，属典型的丘区农业大

县。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

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现象

十分突出。在承包土地已不交纳税费并

可获得各种农业补贴的条件下，这些常

年在外务工经商的人员并不愿意长期放

弃在农村的土地，但又面临无力耕种的

矛盾。在此背景下，长宁县大林村成立

大林农林产品经销专业合作社，面向农

民开展“土地托管”服务，探索出农村双

层经营体制的新模式。该模式不仅有效

解决了农业劳动力不足、土地撂荒和粗

放经营问题，还有效推进了农业技术进

步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找到了“两化

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径。

一、方式灵活，做到了“五

个结合”

“土地托管”是在坚持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前提下，由大林农林产品经

销专业合作社作为受托方，通过与会员

和农户签订托管协议，为其提供产前、

产中、产后的技术、物资、信息、产品加

工和营销等低偿帮带综合性服务。整个

模式做到了五个结合：

一是全程托管与阶段托管相结合。

对因外出务工等原因致使家中完全没

有劳动力的农户实行“全程托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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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生物肥料来源问题，另一方面降低

了农作物种植成本，实现了资源的有效

利用。大林合作社通过与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的合作，创建了玉竹牌精米、优

质米和碑底坝贡米，并获取绿色食品认

证。为更突出本地产稻米的品质优势，

该社申请注册了自己的优质大米品牌

“竺洁”，并申报有机食品认证。

二、成效明显，新模式带来

几点价值启示

大林农林产品经销合作社自2009

年成立以来，发展迅速，已大大跨越了

本村农业托管的范围，不仅服务本村8

个组400余户农户(占全村总户数98%

以上)，而且还覆盖了相邻2个乡镇近

20个村81个社。2012年实现稻田托管

10841亩、林地托管523亩、畜禽托管

136户。据统计，仅稻田种植一项托管农

民每亩收入就比自己种植增加322元，

合作社每亩净收益70元，实现了农户、

合作社的双赢局面，得到了农民的充分

认可。另外，土地托管模式还带来以下

几点价值启示：

土地托管模式解决了由谁来种地的

问题。通过土地托管，农民把不愿耕种

或无能力耕种的土地交由合作社代为管

理，并支付一部分管理费，然后坐等收

益。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完全安

心地从土地上分离出去，从事比较效益

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避免农忙时在

城市和农村来回奔波，解决了农村劳动

力大量转移后由谁来种地的问题。这种

以农民自愿、市场手段的方式解决土地

撂荒或粗放利用问题比单纯的土地撂荒

罚款或政府组织党员干部帮种帮收成本

更低、效果更好。 

土地托管模式充分维护了农民利

益。不与民争利是大林合作社迅速发展

壮大的根本原因。据调查计算，2012年

农民自己种植1亩水稻（按中等有水田

计算）投资1124.5元，按亩产550公斤、

稻谷售价平均价2.5元/公斤计算，共计

收入1375元，两者相减，收益250.5元，

而通过全托管的水稻每亩投资802.5元

（合作社实际投入630元），按亩产550

公斤、谷稻销售平均价2.5元/公斤计

算，共计收入1375元，两者相减，农户

每亩实际收益572.5元，比自己种植增

加322元，同时亩产超过550公斤以外

的增产粮食，全部归农民所有，合作社

不分成。另一方面，大林农林产品经销

专业合作社作为托管主体也可获得一定

的净收益。据调查，大林农林产品经销

专业合作社向农户收取的稻田全程托管

费每亩为700元，实际开支630元，收益

70元。合作社靠规模化、集约化获取收

益，以农民节本省工、专合组织服务增

收为利益平衡点，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充

分保障。 

土地托管模式为专业合作社的完

善和发展找到了立足之地。推行土地托

管模式后，长宁大林农林专业合作社致

力面向“三农”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技术

推广上努力上联省、市农科院（所）的教

授、各级各部门的农业专家，下联社员

与农户，为其提供“七统一”的低偿帮带

综合性服务；在托管范围上，适应丘区

农业的特点和农户需求的多样性，从单

一的土地托管发展到牲畜养殖托管、林

地托管；在托管方式上，充分尊重农户

意愿，发展出阶段托管、全程托管等多

种模式；在产业链条上，将大林村作为

生产基地，与龙头企业对接，建立了“企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一体化发

展模式。在创新服务模式的过程中大林

合作社也找到了自身的立足之地。 

土地托管模式提高了农业的集约化

和规模化程度。农民的耕地、林地、牲

畜等集中“托管”（专业合作社）后，既

增加了托管者必须为农民提供比自耕自

种自养更高产出回报的压力，又赋予了

其生产经营过程全权管理的权利。托管

者在这种外在压力下必然产生强大的

内生动力，通过充分利用赋予的权利来

搞好精细化设计、科学化管理，并积极

采用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来提高动植物

的产量和品质。同时，由于托管者具有

为农民提供固定回报的压力，必然想法

增加投入平整土地、调整地块、建设必

要的基础设施，统一品种、统一布局、

统一播种收储，以降低服务农业生产成

本、提高效益，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推

进农业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进程。

从长宁大林村实施土地“托管”模式几

年的效果来看，确实起到了助推农业专

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作用。 

土地托管模式为完善农村双层经营

体制找到了有效途径。长期以来，农村

双层经营中一直在“统”的层次上做得

不是很好。最初寄希望于社区性的集体

经济组织完成“统”的任务，但实际的结

果是“空壳”的集体经济基本上无力完

成这一任务，后来寄希望于各种专业化

社会服务组织，这无疑找到了方向和正

确途径。但是，各种专业化服务组织与

农民的家庭经营之间往往仅是简单的服

务和收费的关系，并且各种专业化服务

组织之间是独立运行的，往往导致各种

服务环节如农资、技术、播种、耕作、收

割、防疫、收储、销售等脱节，造成服务

成本高昂，农民难以承受。可以认为：

家庭经营+专业化服务还不足以更好地

完成“统”的职能，中间必须还要有一个

组织者、协调者、管理者来科学配置资

源。从长宁大林土地托管模式中可以看

出，开展托管业务的专业合作社不仅承

担了各种服务功能，而且还充当了组织

者、协调者、管理者角色，即把各种资

源和服务有机整合起来统一安排、统一

实施，以此降低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

的规模效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双层经营体制中“统”如何更有效实施

问题。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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