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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国

之大者。日前，山西省灵丘县落水河

乡三山村“农业生产全程托管”一期

项目正式启动， 标志着该县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迈上新台阶， 用市场

化、工业化、标准化思路发展农业进

入新阶段，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

富裕富足、农村宜居宜业，开启了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战略，

2023

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要求“实施农业社会化

服务促进行动，大力发展代耕代种、

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3

月

26

日， 山西省灵丘县落水河乡三山村

与山西恒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 今年该村

12000

亩玉米

作物种植面积将委托给恒兴农业进

行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同时，该

县落水河乡固城村

3000

亩和东河

南镇王品村

5000

亩的玉米作物种

植面积， 也纳入恒兴农业“全程托

管” 服务体系。 恒兴农业“全程托

管”模式，今年可服务灵丘县

2

万亩

玉米作物，渐呈“燎原之势”。

“投入不小、收益不高，现在很

多农民不愿种地！”三山村村民刘保

介绍， 以往按传统方式， 种

1

亩玉

米，底肥、种子、打药除草、地膜、耕

地、播种、机收，再加上后续的秸秆

离田、残膜处理等，种植成本大约在

800-1000

元。 每亩地的玉米产量

大概在

1500

斤，农户到手的收益好

一点在

500-700

元。 他现在年纪大

了，腿脚也不好，种不动了，去年把

土地承包给别人， 土地流转一亩地

仅仅有

300

元的收入， 村里年轻人

现在大多外出打工， 不愿意待在村

里种地。 今年，刘保把自家

20

亩地

委托村委会托管给恒兴农业， 从撒

肥，旋耕，播种，打药除草，到机收，

再到秸秆离田，残膜处理，全部下来

每亩地除去籽种和化肥只需

210

元

就够了。 而且托管后由托管公司集

中采购种子、农药、化肥，每亩节省

成本在

100-150

元，每亩产量能达

到

1700

斤。农户到手的直接收益可

达到

1000-1300

元。

农民增收了， 村集体的收入也

增加了。“引入农业生产‘全程托

管’，在三山村，乃至灵丘县都具有

里程碑意义！ ”三山村村委会主任岳

海星不无自豪地介绍道， 按照恒兴

农业的“专业托管公司

+

村集体经

济组织

+

农户” 模式， 今年村里将

12000

亩玉米作物地进行生产托

管，通过市场化收益和管理费用，可

以直接给集体经济带来十多万元收

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全程托

管”可以大大解放劳动力，农民要么

进城去务工，要么从事二产、三产。

而且， 这种规模化现代农业种植模

式，让曾经零碎、分散的土地集中起

来 ， 可以让村里耕地面 积 增 加 约

3％

。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

农民把钱赚。 ”灵丘县农业农村部门

相关负责人认为，农业生产全程托管

服务最直接的效益就是降低了农户

的种植成本增加了收入，让农民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而更为重要的

是，解决了当前不少农村地区无人种

地，无力种地，只能靠土地流转获取

收益的问题；解决了地块分散，不能

集中连片，种植成本逐年增高，却不

能实现增产增收的问题……以市场

化的手段推动了农村产业兴旺，有效

激发了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恒兴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模式

能够推展开来，惠及灵丘农民，得到

了灵丘县委、县政府，灵丘县农业农

村局，灵丘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等部

门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受到广大农户

的高度认可。 ”恒兴农业相关负责人

表示，恒兴农业致力于推动农业生产

现代化社会化服务发展，在全省首创

“专业托管公司

+

村集体经济组织

+

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模

式，已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生产托

管实施方案和管理经验，先后被授予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服务

组织、山西省扶贫龙头企业、山西省

农业生产托管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

AAA

级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等荣誉 ，

“恒兴模式” 入选山西省农业生产托

管典型案例等。 灵丘县总耕地面积

60

万亩左右， 其中玉米作物种植面

积约占

80%

，恒兴农业“生产全程托

管”服务，期待也有能力有实力为灵

丘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农民增收

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事业中大有作为，

贡献更大力量。

（郭劲屿 文 / 图）

山西灵丘

农业生产托管，

撬动乡村振兴共富梦

河南卢氏：

“卢五味”成“富民方”

地处豫陕两省交界处秦巴山区腹地的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有着“天然药园”

的美誉。

据介绍，卢氏县境内盛产

1225

种中药

材， 国家重点保护的

42

个中药材品种，卢

氏就有

21

个； 河南省

473

个重点中药材，

卢氏县就有

316

个。 如何变资源优势为高

质量发展优势？ 卢氏县科学处理“少与多”

的关系，品种少才能规模大，有重点才能创

品牌，围绕“卢五味”这五种中药材品种，建

立组织体系，制定生产和招商“双图谱”，建

强中药材产业链 ，

10

多万药农链接产业、

企业和市场，走上致富路。

“卢五味”渐成品牌、越叫越响，卢氏县

中药材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

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全县已发

展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180

余家、 药农

1.9

万户，建成初加工、烘干车间和冷库

1000

多个。 目前，卢氏县还打造“中药

+

”产业融

合发展模式，研发了艾草、黄精等系列保健

品，建成连翘、五味子等中药材研学实习基

地

10

多个；连年举办连翘花季，培育发展

文旅康养专业村

20

多个，建成康养民宿和

农家乐

300

余家，开发了药浴、药膳等文创

品牌，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县”。 （崔志坚）

广西崇左：

沃柑擦亮国际招牌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渠凹村

3500

亩沃柑果园里，一个个金黄饱满的沃

柑挂满枝头，果农往来穿梭，忙着采摘、搬

运、装箱打包沃柑，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我家种了

13

亩沃柑，产量

2

万多公斤，年

收入

15

万多元。 ”果农马文鹏说。

近年来， 广西出台系列支持保障柑橘

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2019

年以来，自治

区层面专门出台了

4

个关于柑橘产业发展

的政策文件，有效加快柑橘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产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广西农业农村厅厅长黄智宇说。

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群南村，一

个连片

2300

多亩的柑橘种植基地正在进

行沃柑的采摘与采后分选包装工作， 这是

广西桂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柑橘基地之

一。“这一季沃柑的采摘是从去年

12

月开

始的，通过优化种植管护、错峰上市等，采

摘时间将持续到今年

5

月。 ”广西桂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春说。 （庞革平）

江苏南通：

特色种植扮靓美丽乡村

眼下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规模种植、

生态种植、 特色种植的大美田园画卷在江

苏乡村随处可见。 近日，笔者走进江苏南通

如东县掘港街道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近

200

亩桃树花开正艳。 草莓、桃

子、火龙果、葡萄等

10

多种精品果蔬种植

遍布园区。

“每个周末都会带孩子和老人出来踏

青赏花。 ”游客缪女士说，示范园集观光采

摘、乡村休闲、全民健身等为一体，游览体

验很好。

“我们从种植结构、经营模式等方面进

行改革，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等产

业深度融合，打造了‘精品果蔬’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模式。 ”如东县虹桥家庭农场负责

人杜长泉说。

“建设高标准农田让‘小方田’成为稳

产高产、旱涝保收的‘大粮仓’，村集体收入

每年可预估增加

60

万元。 ”杨场村党总支

书记乔辉说，昔日的荒芜土地，如今成了农

民的致富良田。

（薛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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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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