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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

求解“谁来种地”

内蒙古探索推广“统种共富”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以小

农户为基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

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

生产经营队伍。 据了解，对此内蒙

古自治区正在进行有益的探索。

2

月

2

日北方小年当天，内

蒙古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

村官牛犋南社“党建引领·统种共

富”分红大会现场锣鼓喧天。 热闹

的场面中， 全村

281

名村民共领取

了

520

万元分红款。“这是第五年

分红，人均比第一年多

7200

元。”全

家

5

口人分到

92500

元的村民王静

说，“太高兴了，今天村里的‘共富

食堂’也开始营业，公公婆婆在这

里吃饭便宜又干净，我和老公在城

里做生意就更放心了。 ”

地处河套平原东端、 黄河南

岸的官牛犋南社， 是达拉特旗侯

家营子村的一个自然村。 为解决

年轻人“不愿种地”、留守老年人

“种不动地” 的问题，

2019

年官牛

犋南社在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引领

下成立土地合作社，

110

户农民全

部自愿以土地入股，按照“成本共

摊、利益均沾、风险共担、收益共

享” 原则， 对村里

3000

多亩耕地

进行合作化经营。

与其他地方的村民合作社不

同的是，这里所有村民、全部土地

入股， 由村两委班子成员任合作

社负责人， 既抓集体生产又管村

社治理。 大家选出

6

位村民负责

种地，民主决策确定种植品种，利

用大型机械统一耕种、统一管理、

统一收获、 统一销售。 土地收益

中，

10％

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和

公共事业，

20％

作为土地管理费

用，剩余

70％

给村民分红。此次人

均分红

18500

元，比上年增长

500

元，分红金额再创新高。

前些年， 官牛犋南社一家一

户的土地较为零散， 加之年轻人

纷纷进城， 多数人家把土地流转

给种粮大户，收入有限。 成立合作

社后，农资统一按批发价购进，学

习先进技术进行田间管理， 层层

降低成本， 每年根据市场调整种

植结构，收益持续增高。

春节前，达拉特旗王爱召镇、

吉格斯太镇、展旦召苏木（乡）等

地的许多村子也迎来同样的“分

红季”。

2023

年初，旗政府分析官

牛犋南社的成功经验认为， 这是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群众共同

富裕的有效途径。 于是，将这一做

法提炼总结为“统种共富”模式 ，

并设立专项资金， 鼓励更多的村

子进行土地合作化经营。

“统种共富”模式引起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视，官牛犋

南社成为全区农牧业系统观摩学

习热点村。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印发“开展‘统种共富’试点实施

方案”，要求各地发挥村集体组织

协调作用， 在具备条件的地方逐

步推广， 促进耕地高效利用和群

众增收。

达拉特旗农牧局数据显示 ，

2023

年全旗“统种共富”土地经营

面积达

78

万亩， 涉及

46

个行政

村的

281

个村民小组 、

3.9

万人，

目前已有

14

个行政村共计分红

8000

多万元。

当前， 内蒙古包头市、 赤峰

市、通辽市等

10

个盟市 ，已有

69

个村进行“统种共富”试点工作。

其中， 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镇方

家营子村

260

户农民拿出

4500

亩

耕地入股村党支部引领的合作

社，近日分红

450

万元。

多地干部群众说，“统种共富”

使“小田变大田”，推倒地界 、水渠 ，

扩展出

8%

到

15%

的土地， 利于机械

作业、科学种田，解决了小农经济难

以对接大市场等问题； 亩均节水

80

立方米以上、 玉米增产

200

斤左右，

是破解农民老龄化、 种地收益低等

农业发展难题的一个良方。 且村民

自己耕作能够保障地力， 有利于生

态环境保护和绿色粮食品牌的打

造，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的生机。

官牛犋南社社长高勇表示 ，土

地集体经营后， 许多青壮年安心在

外发展， 村里利用政府奖励和国家

高标准农田改造资金， 给耕地上了

先进的滴灌设施，更能节约水肥、降

低成本、提高单产，预计

2023

年村民

人均纯收入在

35000

元以上。

达拉特旗旗长王小平介绍 ，旗

里

2024

年将打造“统 种 共 富

2.0

版”，着力在调结构、引良种、应用先

进技术上下功夫，努力再破亩产“天

花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

员、 达拉特旗政府农业顾问李昌平

认为，“统种共富” 模式是生产关系

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果， 把分

散的小农户变成组织化、专业化、现

代化的生产经营共同体， 是又一次

来自基层的自发性改革创新。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厅长郭占

江表示， 作为我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

和

8

个粮食规模调出省区之一的内

蒙古，有多个广袤平原，全区

1.73

亿

亩耕地中已建成

5300

多万亩高标准

农田；“统种共富” 让农民收益最大

化，对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和建设

“北疆粮仓”、重塑一产、振兴乡村，

可发挥较大作用。

（贾立君 刘懿德）

四川南充：比拼农耕技能 助推春耕生产

3

月

16

日 ，四川省南充市

高坪区在金城山粮油现代农业

园区会龙镇熊家桥村 ， 开展以

“和美乡村逐梦田野”为主题的

农民农耕技能比赛 ， 来自园区

所辖的

40

多名种田能手和合

作社的 专 业 农 机 手 ， 通 过 参

加平整秧田 、农机耕整农田 、

手 搓 玉 米 团 三 项 技 能 比 赛 ，

展 示 自 己 的 农 耕 技 能 农 机 ，

助推春耕生产。

图为年

3

月

16

日， 四川省南

充市高坪区参加农民农耕技能比赛

的选手，在比赛平整秧田。

邱海鹰 唐艺娟 摄影报道

资讯

万象“耕”新不负春

粮食主产区春耕备耕

有序展开

春分将至， 我国春耕生产由南向北全面展

开，粮食主产区冬小麦春耕春管有序推进。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当前，全

国春播完成

2.4%

，南方早稻育秧过三成，黄淮

海冬小麦全面返青。

眼下正是小麦病虫草害防控关键期， 在河

南安阳内黄县楚旺镇的小麦高效种植示范区

里，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小麦苗情调

查，通过看苗、看根，判断小麦生长情况，开始

了全年粮食生产“第一仗”前的忙碌。

“当前气温回升， 病虫害将陆续进入高发

季节，今年小麦生产和气候条件特殊，茎基腐

病、纹枯病、麦圆蜘蛛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农

技人员与种植户点对点、面对面指导做好当前

小麦病虫害防治， 降低中后期重发流行风险，

对保障小麦提单产、 促稳产丰收打下良好基

础。 ”内黄县农业农村局特聘技术员、高级农艺

师杨广军说，根据农技部门近期开展的苗情普

查显示， 内黄县小麦一二类苗占比

67.5%

，苗

情整体好于常年。

在内黄县，种植户们对今年夏粮丰收信心

满满。“现在正是小麦返青期，农业农村局的技

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对浇水、施肥、病虫害防

治等进行科学技术指导 ， 让大家对小麦的管

理、粮食丰收更有底了。 ”楚旺镇种植大户

杨春林说。

“目前全省麦田土壤墒情、小麦苗情长势

和夺取丰收基础总体较好。 但依据历史经验，

从现在开始到成熟收获的一段时间内，小麦生

产还要经历倒春寒 、干热风、病虫害 、倒伏早

衰、烂场雨等多个关口。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

指导组顾问、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介绍，

当前粮食主产区农技力量要重点指导农户，把

预防小麦拔节期晚霜冻害和抽穗期低温冷害

风险放在首位。

“建议各地对当前尚未拔节麦田普遍进行

镇压，以促根壮蘖，保障麦苗稳健生长。 ”郭天财

建议，同时，要抓住小麦拔节期前的有利时机，

切实搞好麦田化学除草，尤其对多花黑麦草、野

燕麦、 节节麦等麦田恶性杂草发生重或防除效

果差的麦田，做好后期人工拔除，以防继续扩散

蔓延，为全年粮食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 全国

返青冬小麦一、 二类苗达

89.3%

， 比近

5

年同

期高

2.6

个百分点， 春播粮食面积有望稳中有

增，农资供应充足，春播春管进展顺利。（李栋）

保障农民的收入

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

申国华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这

12

个字

连续两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释放一种强

烈的信号：不管是种粮还是卖粮，都要从各方

面保障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积极性。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 ”粮食多

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 粮食安全是战略问

题。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

理。 确保粮食安全，除严防死守耕地红线，充分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是最管用的办法之一。

近年来， 我国粮食生产进入高成本时代，

人工、土地、农资成本等快速增加，粮食价格涨

幅很小，种粮效益始终偏低。 如，

2022

年秋冬季

油菜亩均种子费用， 较

2021

年同期上涨

16%

，

多数化肥和农药上涨在

10%

以上

;

但从菜籽收购

价看，

2023

年油菜籽开秤价由

2022

年的每斤

3.1

元左右，下降到每斤

2.8

元左右。 油菜种植

收益减少，或多或少会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保

障粮食安全，亿万农民是主体。 为了让农民种

粮不吃亏、有钱挣，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提升

农民种粮积极性都作出了规划，提出了明确要

求。 今年则强调，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

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 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 、 稻谷补贴

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