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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本报讯（通讯员 胡凡）连日来，在宜川县壶口镇高柏
村里，在一声声轰鸣中，挖掘机、铲车不停地上下翻飞，快速
挖土翻地。

随着该村 108户村民搬迁后，宜川县旧村复垦项目在高
柏村启动。为了抢抓春耕备播有利时机，高柏村旧村复垦
从 4月 16日开始施工，3台挖掘机、7辆铲车加班加点，对规
划的 35块地块进行平整。平整后，可为高柏村增加耕地
194亩。

“旧村复垦整出了新耕地，改变荒芜的面貌，村民不仅有
补贴，还能得到分红。”村民杨文忠说。

据了解，旧村复垦项目的实施，使农村废弃村庄得到了
合理可持续利用，增加了土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
出率，为全县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建设奠定了基础。今
年，宜川县将在全县9个村实行旧村复垦项目，共增加耕地面
积784亩。

土地复垦增耕地

● 大型机械在作业

连日来，宜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宣讲团深入农
村田间地头，进行流动宣讲，将党的惠民政策送到群众心头。

本次流动宣讲涵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业生产、保险
四大类24项内容。特别是针对当前农忙时节，宣讲团实行流
动作业，以“短、平、快”的形式，快速帮助群众了解政策、掌握
政策，及时将国家惠民政策传递到寻常百姓家，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张春 摄

流动宣传 温暖民心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4月21日上午，宝塔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收到一面特
殊的锦旗，只见锦旗上清晰地镌刻着“化解农村矛盾，保护群
众利益”12个字。这是青化砭镇张坪村元家沟小组村民马光
东代表8户返乡村民特意送来的，背后是8个家庭从外出务工
到返乡路上的艰辛故事。

故事要从 2000年开始讲起，马光东等人选择了外出务
工，并注销了农业户籍；到了 2019年，他们又选择回村务农，
连同户籍也迁回了村里。但这户籍的“一走一回”，导致他们
不能享受 2002年后村集体使用的土地再分配制度和待遇。

“土地是农民的根，土地就是农民的希望”，所以解决农民在土
地分配中遇到的问题直接关系着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未来
发展。在宝塔区农业农村局的安排部署下，宝塔区农村经济
经营管理站通过多次调研、问题核查、协调处置、土地仲裁，并
积极与青化砭镇政府沟通与协调，最终化解了这场村民纠纷，

“马光东”们不光分到了土地，还收到了实际种粮户的一次性
补贴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这件事的圆满解决，让马光
东心里这块搁了快20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我们总讲为农民办实事，归根结底就是办好他们土地的
事、收入的事。所以，解决好村民的事，就是我们的责任所
在。”宝塔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朱兆斌说道。

据悉，宝塔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始终本着“为农业提
升、为农村繁荣、为农民服务”的原则，稳妥推进“三变”改革，
发展壮大新型村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有效衔接。

旋耕机、播种机、拖拉机、秸秆
机……4 月 26 日，记者走进三岔镇
喜乐村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各类农
业配套机具一应俱全，合计有 120余
台（件）。合作社理事长任海平刚从村
民徐长栓地里作业回来，趁着休息时
间仔细检修保养着这些“家伙什”，为
明天去邻村新一轮的作业做好准备。

喜乐村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
于2008年，总占地面积约2.8亩，现有
社员 63人，2017年以来，先后获得全
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省级现代农机
专业合作社等称号。

“社员自带农机入社，统一接受调
度，互通有无。以前，在忙完村里的农
活后，大家跨区开展作业，获得相应的
劳务报酬；2021年年底，镇里倡导农
户和合作社参与土地托管，我和社员
们一合计，托管后大家不愁没活干，也
不用出去揽活，省下了燃油和机械损
耗，也方便了四邻乡亲，大家都很乐
意。”任海平边工作边介绍说。

2022年，任海平代表合作社和镇
里3个行政村达成了5600亩的土地托
管服务合作。

“最近在犁地和旋耕中，我们共投
入 26台机器同时作业，目前已作业 8
天，完成工作量的95%，预计4月27日
完成全部作业。”任海平说。

玉米精播、农药喷洒、果园施肥、
核桃烘干、秸秆还田、土壤深松……
合作社以构建集约化、组织化、社会
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服务体系为抓
手，按照片区采取耕、种、收“一条龙”
作业方式，为合作农户提供质优价廉
的农机作业服务，此外还把外出作业
省下的燃油和损耗，作为利润让利给
群众，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效
益。

据悉，黄龙县按照公平竞争、规范
择优的方式，精选服务主体，选择规范
化、专业化、信誉度好的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机合作社和懂经营、善管理的带

头人承担托管服务，建优服务体系，提
供优质的生产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水
平。2022年，入选社会化名录库的服
务主体 10家，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 7
家，服务面积 5.48万亩；专业合作社 3
家，服务面积1.08万亩。

“玉米耕、种、防、收 4个阶段，犁
地、旋耕、打药、机械收割、秸秆还田5
个环节，合作社全程托管服务，一亩地
才 123块钱，省钱省心又省力。”谈起
托管土地给村里的坤塬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界头庙村村民徐长生深感当
初自己的决定很明智。

黄龙县围绕农业生产全环节，拟
定托管协议，列出托管内容清单，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点单式”托管
服务，群众自愿“点单”，服务组织照单
提供农资、农机、农技服务等，使托管
服务更具灵活性和便捷性，吸纳更多
有意愿的农户参与，提高托管服务的
覆盖率。同时，延伸金融保险配套，落
实政策性农业保险托管服务全覆盖，
为农户免去土地托管后顾之忧。

三岔镇、界头庙镇是黄龙县积极
推进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县建
设，探索推行土地托管服务落地见效，
造福一方群众的真实写照。

据了解，2022年，黄龙县试点开
展农业生产托管（社会化）服务6.56万
亩，为农户亩均节省成本340元，亩均
增效 296元，共计增收 4172.16万元；
服务主体通过统一经营，预计可实现
收益 236.16万元，其中村集体经济增
收159.6万元、合作社增收76.56万元。

“下一步，黄龙县将以满足群众农
业生产性服务需求为目标，大力推进社
会化托管服务，针对运行中存在的问
题，不断总结完善运行模式，逐步扩大
玉米全产业链服务覆盖面，积极探索苹
果等关键环节托管方式，加快构建新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推进全县生态
高效现代农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
障。”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健说。

合作社造福一方3

一面特殊的锦旗
通讯员 李霞

土地有了“田管家”
——黄龙县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纪实

通讯员 王华 记者 常青

正是耕种好时节，走进黄龙县

的田间地头，拖拉机、撒化肥机、旋

耕机来回穿梭，农机手们娴熟地驾

驶着一台台新式农机驰骋田间，翻

耕、旋地、平整，到处都是一派繁忙

的耕作景象。

2022年以来，黄龙县围绕全省

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县建设，按照

“提质、扩面、广覆盖”的整体思路，

以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合作社为

引领，聚焦服务小农户，建立了政府

引导、村集体主导的“1+1+N”农业

社会化托管服务模式，以玉米种植

为主，推进集中连片机械化、集约

化、专业化的绿色高效现代农业发

展，引领小农户走上现代化农业发

展之路，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玉米播种时间一天天临近，今
年，三岔镇四条梁村村民王海勤却
不像往年那样忙乱。

“轰隆隆，轰隆隆……”走进王
海勤家的玉米地里，机械轰隆，两台
大型旋耕机正在作业，犁地、旋耕、
秸秆还田、土地深松，不到3个小时
他的30亩玉米田就被旋耕平整。

“有了‘田管家’真是方便不少，
每个环节费用都比市场价低了5元
到20元不等，这样下来每亩至少比
市场价优惠62元，到了农时就会准
时上门作业，这下再也不用为种地
发愁了，省心又省钱。”王海勤说。

王海勤今年快60岁了，种了一
辈子地的庄稼人对土地感情很深，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近两

年自己种地越来越吃力。2月 25
日，他积极响应镇里的土地托管，
把自己的30亩地全部托管给了村
里的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他的土
地有了名副其实的“田管家”。

在三岔镇，和王海勤一样响应
土地托管的群众不在少数。据了
解，2022年，全镇共签订玉米生产
托管服务合同1.01万亩，为农民节
约种植成本50余万元。

黄龙县充分利用电视媒体、村
级广播、各类培训会议等，加强对
农业生产社会化托管服务的政策
普及、舆论宣传和技术推广，让农
民群众和经营主体更加主动地了
解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模式和
经济效益。

土地生产管理方式的喜人变化，
同样出现在界头庙镇。

“今年，村里共签订合同 6000
亩，有了农机合作社提供玉米生产
托管‘一站式’服务，打工务农两不
误，既满足了农户的生产需要，也能
把更多的小农户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以就业务工增加收入，村集体也
实现持续增收，这真是一举多赢的
好事。”界头庙镇界头庙村党支部书
记吕玉臣说，作为本村土地托管的
推动者也是受益者，他对这个举措
竖起了大拇指。

2022年，黄龙县在充分调研摸底
全县 7个乡镇实情（土地、作物种类、
劳动力）的基础上，在三岔镇、界头庙
镇、瓦子街镇、圪台乡、崾崄乡试点开
展农业生产托管（社会化），实施社会
化托管服务 6.56万亩，其中玉米 3.96
万亩、大豆 2.1万亩、油料 0.5万亩，覆
盖群众 1925 户，其中脱贫户 128 户
1866.9亩，托管服务包括籽种化肥、犁

地、旋耕、播种、病虫害防治、机械收
割、秸秆还田、土地深松等环节，有效
破解了当前农村劳动力短缺和断层问
题，着力解决了小农户的规模化生产
难题，提高了农作物种植生产的效率
和水平。

“我们结合各村土地和农机数量
因地制宜制定了两种托管方式，一种
是农户将土地委托给村委会，由村委
会委托专业农机合作社开展托管服
务；另一种是农户将土地委托给村集
体自有合作社，由村委会整合村内农
机械、农机手，集中代为服务。托管期
间，村集体提供生产质量监管、矛盾调
处等服务，相应获得一定比例分红。”
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罗叶军介绍说。

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是三岔镇
开展土地托管委托的农机合作社之
一，为全镇顺利推进土地托管工作作
出了突出贡献，王海勤家的 30亩玉
米地从耕作到收获就全程委托给了
它。

土地托管受欢迎2

● 三岔镇喜乐村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一角

● 送锦旗现场

● 收割机收割玉米（资料图片）

● 机械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