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泗洪县金锁镇小麦种植基地，无人植保机实施精准春管。 张连华

/

摄

2025

年江苏省委一号文件强调，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

会化服务，启动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3

月

1

日起，《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决定》正式实施。 这是

我国省级层面首部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立法事项。

江苏为何要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上升到立法高度？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解决哪些问题？

江苏率先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门立法

“田保姆”升级，破“无人种地”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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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种田

请人工最难

伴随着几场绵绵春雨， 南京市高

淳区老农民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2200

亩小麦拔节生长、身姿挺拔。 几

天前刚刚结束的无人机精准施药，为

这场关乎产量的生长冲刺保驾护航。

“现在种田，请人工最难。 我们就十几

个人手， 面对几千亩田根本忙不过

来。 ”合作社负责人陈益平说，无人植

保机早已是近年来的首选， 尤其夏天

气温高、植保窗口期短，无人机效率远

远高于普通植保机。

为陈益平提供植保服务的高淳区

东坝君伟植保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汪君

伟列举了一串数据： 以前大植保机一

天作业面积约

100

亩， 现在无人机飞

防一天近

500

亩。“这还是因为高淳处

于丘陵地带， 田块分散。 如果田块连

片， 无人机飞防效率能达到一天

900

亩。 ”汪君伟说，合作社现有拖拉机、插

秧机、收割机、植保无人机等农机装备

40

余台套，农机手

12

人，植保服务能

实现日作业能力

5000

亩。

与许多乡村一样， 汪君伟所在的

东坝镇近年来面临“无人种地” 的困

局，而“帮人种地”正是合作社的核心

业务之一。 在

2000

多平方米的南京君

伟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农产品展

厅、培训室、冷藏加工包装车间、晒场

等功能区一应俱全， 中心通过提供贯

穿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为“无

人耕种的地”“耕不过来的地” 提供全

链条保障。“目前累计服务面积

4

万多

亩，服务农户

1000

余户，覆盖了

2

个

市、

4

个区（县）、

6

个街镇、

20

余个行

政村。 ”汪君伟说。

近年来，江苏以“一体两业三网”

建设为引领， 以基层合作社为重要抓

手， 构建起覆盖全域的为农服务保障

体系。 依托基层服务网络，充分发挥毛

细血管作用，将新模式、新技术延伸至

田间地头， 让农业社会化服务更加精

准高效。

比如，这几天，南通市如东供合农

资公司总经理王旭提前为“三夏”期间

的水稻种植而奔忙。“刚和植保站沟通

了今年侧深施肥的方案、肥料配方、缓

释比例 ， 确定方案后就和工厂下订

单。 ”他介绍，这种“胶囊”似的缓释肥

颗粒表面包裹着一层“智能膜”，就像

为农作物安装了“控肥”闹钟，农作物

什么时候该“吃饭”了，就适量释放出

一些养分。“大力推广新模式、新技术，

就是希望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帮助农户

降本增效、提高单产。 过去一年，如东

供合农资公司已组织

400

多名种粮大

户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 将农资

新产品、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王旭

说。 洋口镇洋新家庭农场农场主邵爱

徐是全镇最早开始尝试侧深施肥的农

户，他介绍，以前种田要施肥

3

—

4

次，

每亩用肥

80

公斤 ， 划到每斤肥

4

毛

钱，现在只需插秧时侧深施肥

1

次，省

工省本。

农业社会化服务， 江苏一直走在

前列， 且不断创新。 早在

2021

年

11

月，南京市六合区等

5

个县（市、区）和

江苏苏合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等

4

个服务组织就获批开展全国农业社

会化服务创新试点，

3

年后有力有序地

完成了各项试点任务。 其间涌现了一

批有特色、有效益的专业化服务典型，

也暴露了特色经济农作物的农机服务

供给相对欠缺，懂技术、懂管理、懂运

营的人才稀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江苏各类服务主体已有

7.4

万

多家，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得到长足发展， 目前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加大制度供

给。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曹丽虹

介绍， 本次立法支持在巩固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基础上，

大力培育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

着力健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从组织形式、科技应用、服务领域拓展

等方面注重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

方式；从加强用地保障、创新金融保险

支持、培育服务品牌等重点着手，加快

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长效机制。

盼多方合力

寻为农服务“最优解”

2025

年，汪君伟有一个关于秸秆

处置的“宏大”研发计划———“我们和

南京农业大学合作， 计划研发一款秸

秆灭活设备，正在试验优化中。 ”他说，

目前高淳普遍采用深埋还田来处理秸

秆，但这种方式易遗留虫卵草种，为来

年耕种埋下隐患。

在试点示范了多个新技术新设备

应用后，汪君伟意识到，农户们最关心

的是投入产出比， 否则效果再好的设

备都不会持续采用。“正在开展的秸秆

灭活设备试验，希望从地形适配、工作

效率、投入成本各个方面都能实现‘最

优解’，能被农户认可，真真切切地服

务于农。 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力量的

加入和支持。 ”他说。

对于泰州市高港区同人于野植保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德基而言，“新农

人”是目前最迫切的需要。

2024

年，高

港区给合作社带来了几套无人驾驶的

农机设备，计划通过他们试点推广。 孙

德基与社员试点了

2000

亩，发现作业

效率是传统农机的两倍，非常好用，然

而设备却没有在水稻收割的农忙期发

挥最大能力。“驾驶传统机械的农机手

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面对新技术，学习

能力一时还跟不上。 想请到会操作、懂

技术的农机手也不容易。 ”孙德基说，

在感受到为农服务数字化转型的阵痛

后，合作社就开始积极招聘培养“新农

人”。“我们加大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共

招聘了

5

位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逐步

培养属于我们自己的专业化现代农业

青年团队。 ”

“农业生产经营进一步集约化，迫

切需要加强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

作。 ”南京市六合区春华家庭农场负责

人朱春华建议， 建设区域性综合农业

服务中心要做好谋划， 不能搞统一模

式，各级财政资金要加大投入，促进农

业社会化服务提档升级， 要协调多部

门齐抓共管， 特别是进一步加大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管护的财政投入， 进一

步加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保障 。

还要鼓励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 发挥群众的创

造性， 从而切实发挥区域性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的最大效益。

常州市新北区新农家庭农场联盟

服务中心负责人、 常州润土瓜蔬专业

合作社社长张道衡提醒，农技、农事综

合服务中心要建在产业之中、 农户家

门口， 服务点一定要设立在能够有效

便捷为农户服务的区域和范围内。 服

务中心关键是组建一支想服务能服务

的农技团队，团队中不仅要有专家，还

得有懂当地农技、农事，且实战服务能

力与服务意识都强的农人， 切切实实

为农民解决痛点、堵点问题。

自

2011

年开始，江苏农垦开始创

新社会化服务模式，在全省设置

16

家

县域中心，

2024

年带动农资销售

105

万吨，服务面积超

1500

万亩次 ，全年

服务客户

1530

户。 江苏农垦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勇说， 期待政府

搭建好资源共享平台， 加大农技人员

的培训和激励考核， 优先改造利用地

方现有仓库或废旧工厂， 尽量轻资产

运行。“我们将更好发挥规模化、机械

化、组织化优势，精准对标省级政策导

向 ，构建起‘政策引导—资源整合—服务升

级—农民增收’的发展格局。 ”他说。

顺应市场

建设区域性服务中心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在

2020

年发文加快

推进“全程机械化

+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

设。 截至

2024

年底，江苏省已建成省级服务

中心

200

个，市县级“全程机械化

+

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近

300

个。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

提出的区域性综合农业服务中心，覆盖范围

更广，更强调市场驱动。 如何更好发挥其为

农服务效能？

因地制宜服务特色产业，是目前江苏供

销系统部分农服中心的主要特色。“例如射

阳县洋马镇拥有菊花特色产业、宜兴拥有茶

叶特色产业，这些地方的农服中心更多聚焦

当地经济作物的为农服务。 ”江苏省供销合

作总社合作事业处副处长王玉辉介绍，目前

供销系统已开展初步摸底，今年计划在保留

原先农服中心主要功能特色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档升级，

2025

年底计划高标准建成

30

个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系统拥有

700

多个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352

个生产性服务中

心，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突破

1900

万

亩，服务网络体系逐步完善。 江苏省供销合作

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建军表示，将坚

持市场导向，以社有企业为龙头，以县级供销

合作社为主体， 组织建设一批区域性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 力争到

2027

年底，全省系统建

成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100

个， 实现农

业社会化服务面积

2200

万亩。 他建议，将供

销合作社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行动

作为全省推进农业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将

供销合作社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纳

入总体建设规划，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

强化部门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江苏有各类农机服务组织超

1

万个，

已形成覆盖大中小各层次、耕种收烘干全环

节、 农机销售维修各领域的农机化服务体

系，但已验收通过的省市级农事服务中心数

量远低于全省农机服务组织总量，更低于全

省农机社会化服务需求。 ”江苏大学中国农

业装备产业发展研究院 （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张宗毅认为，要避免“锦上添花”

垒大户，需加强调查研究，找出最有效率、外

部性最强的经营主体给予支持。 避免小规模

农机服务组织边缘化，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财

政资金，避免贪大求全造成资产闲置，也要

避免“一补了之”，而要持续跟踪监测、帮助

指导和调查研究。“面广量大的小规模农机

服务组织，亟需雪中送炭，在机库棚建设、设

施用地、冷库建设、特色农机购买等方面有

更强烈的需求。 建议财政加强对这些带动能

力较强但规模还相对弱小的主体培育，使其

发挥好联农带农作用。 ”

“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门立

法，是新时代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 推动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是贯彻落实《决定》的重要举措。 ”曹丽虹表

示，今后一段时期，江苏省将把区域性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作为加强基层农技推广

服务、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抓

手。 要坚持公益性和市场化相结合，以县为

单位高质量建设一批综合服务中心，为小农

户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农技指导、

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智能管控等全过程、一

体化的农业综合服务。 在此过程中，统筹规

划农技和农事两类综合服务中心布局，一次

布局、分步实施，成熟一个、建设一个，力争

到

2027

年底， 基本实现以县为单位服务能

力全覆盖。

（颜颖 王心婷 吴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