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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市场信息报·乡村振兴》周刊总监张明（左一）与润民合作社理事长贾永建

（右一）共话合作社发展前景。

山西省祁县润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双料省级荣誉背后的农业创新之路

近年来， 山西省晋中市坚持把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抓手， 聚焦人居环境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 乡村治理效能等重点工

作，坚定不移朝着村美民富产业旺的和

美乡村目标大步迈进。

祁县贾令镇左墩村积极落实“千万工

程，”探索“村委

+

合作社

+

农户”的新型

经济发展共富模式，构建起村校企共建合

作机制，实现村集体、合作社、农户三方共

赢互利，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增收。 润民种

植专业合作社就是受益者之一。

这是一个夏秋时节， 当你走进祁县

润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谷子种植试验

田，会看到黄澄澄的谷穗，颗粒饱满，随

风摇曳，一片喜人的丰收景象。

据介绍， 祁县润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凭借其卓越的运营模式和服务能力，于

2023

年接连斩获两项省级殊荣———既

入选“山西省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

又获评“农业生产托管省级优质服务主

体”， 成为晋中市乃至全省农业合作社

的标杆。

祁县润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注册地位于山西省

晋中市祁县贾令镇左墩村。 祁县润民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贾永建，

2018

年怀

揣对家乡这片故土的热爱和希望能对

家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返乡创业

带领村民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由当

时的五个人发展到现在

102

人社员，托

管土地

2000

亩，带领周边一千余户农户

增产增收，一个普通的合作社用心做到

省级优质托管企业，省级示范社。

2022

年贾永建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县

劳动模范，

2024

年入选祁县县委联系专

家，

2024

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乡村振兴

带头人，

2024

年获得中组部农业农村部

农村实用人才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七年来始终坚持以农民利益为中

心， 引导周边农户正确认识土地托管小

田并大田， 如何通过土地托管实现耕，

种，防，收，售。 贾永建也摸索出一条行之

有效的适合当地的土地托管全产业链模

式。 把国家推出的土地托管模式真正利

用到农业生产环节中， 因地制宜的发展

当地农业生产。 如何通过土地托管实现

农民以地养老， 让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育之恩。

双重认可彰显综合实力

2023

年，山西省农业农村厅通过严

格评审，从规范化管理、服务能力、示范

带动等多维度对全省农民合作社进行

考核。 祁县润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凭借健

全的规章制度、规范的财务管理以及高

效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从众多竞争者

中脱颖而出，成为晋中市

6

家省级示范

社之一。 同期，该合作社还以农业生产

托管领域的突出表现，跻身省级优质服

务主体名单， 展现了其在农机服务、种

植管理、资源整合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创新服务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省级示范社， 润民合作社积极

响应“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

的农业发展战略，推动标准化生产与绿

色农业发展。 其核心业务涵盖粮食种

植、技术推广、农机服务等，并通过托管

模式为周边农户提供“耕、种、防、收”全

程机械化服务，覆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

物， 服务范围从祁县辐射至周边县域。

其托管模式通过统一采购农资、集中调

配农机、标准化作业，显著降低农户生

产成本约

15%-20%

， 土地利用率提升

10%

以上。 有效解决了小农户生产效率

低、成本高等问题。 这种“合作社

+

农

户” 的托管模式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

率，还带动了区域农业规模化 、专业化

发展。

以规范管理夯实发展根基

润民合作社的成功离不开科学的管

理体系。 根据省级示范社的评选要求，

合作社在内部治理、财务透明 、成员权

益保障等方面均达到高标准。 例如，合

作社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时监控农

田墒情、 作物长势及农机作业轨迹，实

现精准调度与资源优化，服务效率较传

统模式提高

30%

。 此外， 合作社还注重

人才培养，定期组织社员参与农业技术

培训，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绿色发展强化品牌化战略

响应山西省“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战略，合作社重点推广有机旱

作技术，试点种植富硒小麦、高油酸花生

等特色作物，并通过绿色认证打造“润民

优粮”区域品牌，产品溢价率达

20%

。

与山西农业大学合作建立试验田，

引进抗逆性强的新品种， 如抗旱玉米

“晋单

88

号”， 在

2023

年干旱气候下实

现亩产逆势增长

8%

。

区域带动效应叠加政策支持

助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通过托

管服务，合作社已带动祁县及周边

2000

余户小农户参与规模化种植，户均年增

收超

5000

元。典型案例包括为留守老人

提供“代管代销”服务，解决劳动力短缺

问题。 合作社联合当地家庭农场、农业

企业成立“祁县农业服务联盟”，整合农

机

200

余台 （套）， 形成跨区域服务网

络，覆盖面积达

5

万亩。

政策红利与可持续发展。 依托省级

示范社称号， 合作社获得财政补贴、低

息贷款等政策支持，

2023

年新增烘干塔

2

座、植保无人机

10

台，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 地方政府将其纳入“乡村振兴

示范项目”， 优先支持其参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 ，

2024

年计划扩建仓储设施

3

处，预计仓储能力提升至

2

万吨。

未来规划应对市场挑战

技术升级与多元化拓展。 合作社计

划

2025

年前建成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引

入物联网、

AI

病虫害识别系统， 推动托

管服务向智能化转型。 拓展经济作物托

管，试点中药材（如党参、黄芪）和设施

蔬 菜 的 全 程 托 管 ， 目 标 覆 盖 面 积

增 加

50%

。

市场风险与应对策略。 针对农产品

价格波动，合作社与省内龙头企业签订

保底收购协议，并探索“订单农业

+

期

货保险”模式，降低农户市场风险。 加强

品牌营销，通过电商平台和社区团购渠

道扩大“润民优粮”影响力，

2024

年计划

开设线下体验店

3

家。

辐射区域带动农业升级

面对未来， 祁县润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表示，将依托省级示范社和优

质服务主体的双重平台优势，深化与科

研机构的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同

时扩大托管服务范围，覆盖更多经济作

物领域。 此外，合作社计划通过品牌化

营销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助力祁县特色

农业走向全国市场。

祁县润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双料”

成就 ，不仅是其创新模式的成功 ，更是

山西省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合作社

规范化发展的缩影。 通过创新服务模式

与规范化管理，该合作社为全省农民合

作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

验， 也为区域农业经济注入了强劲动

能。 未来，其示范效应或将进一步激发

更多合作社的创新活力，共同书写山西

农业的新篇章。

（张明 王利学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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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秧歌 、 点社火 、看灯展 、尝小

吃……正月二十六晚， 山西省吕梁市

柳林县小成村张灯结彩， 村民们还在

享受着正月里的热闹。

作为小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

任， 马金莲带领村民于春节期间举办

了一场名为“小成故事多”的大型新春

灯会， 这场价值百余万元

(

人民币，下

同

)

的灯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

往观赏。

据了解，马金莲从起了办灯会的念

头到项目落地开工，只用了

3

天时间。

而这场灯会直接给当地几十名村民带

来近百万元的收益。

对于马金莲的雷厉风行，其丈夫李

先生深有感触。“她是个非常有想法、

有主见的人，想做的任何事，都是说干

就 干 ， 我 挺 佩 服 ， 也 很 支 持 她 做

的 决 定。 ”

其实，马金莲的个性与其成长经历

有一定的关系。 早年，家境的贫寒并未

让马金莲屈服， 反而激发了她走出大

山、摆脱贫困的决心。

16

岁时，她只身

一人前往省城太原打工，摆地摊、当厨

娘、 开旅馆……虽然初期多以赔钱收

场， 但岁月的磨炼铸就了她不屈不挠

的性格。

转机出现在

2016

年。 柳林县举办

了金牌护工巡回演讲，一句“一个月能

挣

8000

元” 让马金莲毫不犹豫地报名

参加了“吕梁山护工”培训。 跟随家政

公司来到北京的马金莲， 成为一名抢

手的家政保洁员，还担任了洽谈老师，

负责安排护工就业。她先后介绍

300

多

人在北京就业，人均收入

4

万元以上。

在北京工作的经历，让马金莲熟悉

了家政公司的运作流程， 也发现了家

政市场的前途。 为了建立稳定的护工

就业渠道，让更多姐妹走出大山，马金

莲回乡创办了家政公司， 动员了众多

农村妇女参加护工技能培训。 据悉，她

累计培训了

5000

多名农村妇女， 其中

3000

多人实现就业。

除了家政服务，马金莲还将自家窑

洞改造成养老院， 为村里空巢老人提

供了一个安享晚年之所， 同时也解决

了部分护工的就业问题， 深受当地村

民好评。

马金莲所在的小成村地处大山深

处，一直以来，村民多以种地或打零工

为生，仅能维持温饱。

2021

年，被村民

视为“能人”的马金莲被选为村委会主

任。“对于选举结果，我震惊之余是满

满的感动，没想到大家会如此信任我，

那天我泪流满面， 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马金莲说，“同时我也担心，到底

怎么做才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

为了更快地熟悉村子，马金莲深入

每家每户，走遍山梁峁沟，誓要改变小

成村的面貌。

面对贫瘠的土地，马金莲利用村边

荒滩，规划建设蔬菜大棚，带队考察学

习。 在土地流转的关键时刻，她舍小家

为大家，克服女儿手术等重重困难，成

功流转

80

余亩土地。面对资金难题，她

东凑西借，个人筹资

120

余万元，建起

3

个蔬菜大棚，

3

年时间带动

60

多户低收

入家庭增收

30

余万元。

看着

3

个蔬菜大棚的收益效果， 马金

莲又在村内建起了

9

个属于集体经济的蔬

菜、水果大棚。 此外，小成村还引进了屋顶

光伏项目，翻修了

2

公里的绕村公路，安装

了

72

盏路灯。 当前，小成村正在新建养老

院、村民活动广场、蔬菜转运站等，多个项

目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当中。

经过几年发展，小成村的集体经济已

由曾经的负数变成如今的年收益

30

余万

元。 对于坐落在黄河岸畔的小成村，马金

莲有了新的想法 ， 她要把这个有山有水

的 小 村 庄 ， 打 造 成 为 一 个 宜 居 的 康 养

之村。

在即将到来的

2025

年全国两会上，作

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马金莲， 她的提案涵盖

了乡村养老和乡村振兴相关的政策建议等

内容。 她不仅关注乡村老年人养老问题，还

提 出 一 系 列 促 进 乡 村 经 济 发 展 等 方 面

的建议。

（刘小红）

一名护工的逆袭之路：马金莲代表的乡村“共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