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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土地““入托入托””粮丰收粮丰收 农民省心又农民省心又““添金添金””
——黄龙县土地社会化托管服务工作纪实黄龙县土地社会化托管服务工作纪实

通讯员 刘小燕

“去年玉米单产全市第一，今年测产前，心里有没有底？”
“投入了一年的心血，大家知道产量不会差，但没想到这么好！”
在2024年延安市玉米生产实地测产评估工作中，黄龙县三岔镇孟家山村的百亩攻关田，亩产达1213公斤，比前一年增加了93公斤，位居全市第一，现场的人都为之高兴不已。
有限的土地上，产出了更多粮。这一数据不仅再次刷新了延安市玉米单产纪录，也为黄龙粮食再丰收交上了一张高质量答卷。
一个“再”字，重千钧。作为典型的农业县，2022年以来，黄龙县通过探索开展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让“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时代课题有了新答案。但，怎么在有限的土地上，种出更

多粮？如何进一步帮助农户节本增效，把土地增值效益更多地留给农民，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紧密衔接？黄龙县进行了更多的探索。

土地托管后，效果如何？
种地更省心、收益有保障，是界头庙镇界头庙村村

民龚长青“入托”后最直观的感受。
他给笔者算了一笔账：去年我托管了 150亩玉米，亩

产量比前一年高，总产量大概有 20万斤，除去基本农资
和托管服务费，大概能收入 12万元。

“再加上合作社给的分红和我在合作社当农机手挣
的钱，一年下来还能额外收入 7万元左右，总体还不错。”
龚长青笑呵呵地说。

龚长青所在的界头庙村，在 2022年黄龙县以界头庙
镇为试点探索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时，就整村“入托”了
由党支部引领组建的黄龙县坤塬农机合作社。

去年秋收，全村集中托管的 1.6万亩玉米喜获丰收，
平均亩产达 1600斤左右。而合作社通过托管全镇 2万
亩玉米，更是获得了 38万元的纯收入。

从过去种粮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到如今合作
社、联合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成批涌现，在黄龙县，土地托
管已成趋势，且成效明显，大家抱团种粮，丰收更增收。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尝到规模化、集约化种粮的甜头，
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黄龙县在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上开始了更多的探索和创新。

赶在 2024年秋收到来之前，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正
式启动运营。

引擎轰鸣的玉米烘干厂、宽敞明亮的农资仓储区、
功能各异的农机装备……这个现代化的农业服务“综合
体”，让笔者眼前一亮。

崾崄乡主任科员王向龙向笔者介绍道：“我们在原
联合社的基础上，将全乡所有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种粮
大户、农资经营户聚集起来，成立了乡党委直属的联合
社党支部，并在上级农业等相关部门支持下整合各类政
策资金，新建了这个占地面积 13.4亩的农事服务中心，
中心由联合社党支部随社入驻统一运营管理，服务全乡
玉米产业。”

与以往提供单一“耕种防收”的社会化服务不同的是，
农事服务中心建立了农资供应、机械作业、新品种实验推
广、技术指导培训、病虫害防治、收割销售“六统一”的全环
节社会化服务模式。从生产前端到末端，整个过程农民都
不用操心，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解决所有种地难题。

“根据业务环节，我们重新推出了全程托管和部分
托管套餐，从各村精选能人大户、党员干部为托管员，托
管员拿着套餐跑农户、做动员。”截至目前，中心已销售
玉米 1万吨，预计可销售 1.2万吨。农事服务中心理事长
王飞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初步拿到 2025年全乡 1.5
万亩托管任务，如果顺利完成计划，全年运营流水将达
到 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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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的事情有了着落。
但，怎么在有限的土地上，种出更多粮？
围绕这一目标，黄龙县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玉米

单产提升“1+百千万”行动，并在 2023年、2024年连续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

高产的背后，究竟有什么“粮”方？
走进三岔镇惠泽林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院，笔

者看到 360液压调幅犁、动力驱动耙、气吸种肥一体精
量播种机等农机一个个排列开来，整齐又威风。

农机到底好不好，使用过的农民最有发言权。
“以前一亩地一般种 3000~4000株玉米苗，现在用

的这个机器一亩地能种 4500~5000株。苗种得多了，产
量自然有了基础保障。”三岔种粮大户王小兵表示，和
以往的播种机相比，气吸种肥一体精量播种机配备了
先进的排种装置，播种精度高、出苗率高，能保证株距
均匀、播深一致，能够为密植玉米提供更好的生长空
间。

种植密度增加了，水肥跟不上，单产提升也难以实
现。

近年来，三岔镇通过开展专用缓释肥、三层施肥、
一喷多效等肥料种类和施肥方式比较试验，探索出了
配比更加合理、更适合三岔玉米生长的肥料，解决了玉
米肥料利用率不高和后期脱肥的问题。

有了新“配方”，新的操作技术也不能掉队。
“玉米中后期植株高大，喷药难度大，发生病虫害

人工防治的困难较大。”三岔镇二级主任科员李志宏告
诉笔者，“通过开展‘一喷多促’，利用植保无人机‘飞
防’作业，达到防病治虫、促壮苗稳长、促灌浆鼓粒、促
单产提高等多重功效，让玉米在生长期间‘吃饱喝足’，
稳产、增产就有了保障。”

“减损，也是增产。”三岔镇惠泽林合作社理事长张
根亮表示，“机收减损，是保证粮食由‘丰产在田’到‘丰
收在手’的关键环节，去年我们使用了新型的收割机，
一台机器一天可以收割 80多亩玉米，效率很高，而且损
失率只有 1.2%左右，大大减少了损耗，提升了粮食产
量，为全力保障玉米颗粒归仓起到了积极作用。”

黄龙县 11.93万亩玉米喜获丰收，预计产量 7.49万
吨。丰产的背后，正是黄龙县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不断向土地要粮，向科技要粮的成果。

“去年我们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推动粮食生产‘五良协同’，在总结上年度玉米单产提
升‘1+百千万’行动经验的基础上，优化集成‘5335’、

‘两优四改一喷一延’技术，推动标准化成熟技术落地
落细，真实体现科技增粮成效，实现了玉米单产大面积
均衡增产。”县农技站站长刘宇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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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的推行，归根结底是要体现在农民受益
上。

在探索建设农事服务中心的过程中，崾崄乡就将“如何进一步
帮助农户节本增效”作为重中之重。

“首先，我们保证托管的农户每亩地保底收益 1500斤，其余风险
由中心承担。”崾崄乡主任科员王向龙表示，通过“保底式”的托管，
优先保障了农民的收益与抗风险能力，这笔账农民都算得过来，托
管土地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

其次，过去农户将土地托管后，还需自行购买农资，市场农资种
类多、价格贵、质量参差不齐，现在农户可以直接到中心选购农资，
再由中心统一采购，享受团购优惠价格。王向龙告诉笔者，目前，中
心已与农资供应省级代理达成合作意向，既能保证供应，又能保证
高质量。

同时，中心建成后，农民在玉米购销、秸秆回收上的“心病”，也
得到了解决。

“玉米从地里收割后就直接拉回中心过秤、付款，一气呵成，十来
分钟就能拿到钱，再也不用等收购商上门收购了。”让伍姓村村民王
占华更为惊喜的是，过去玉米秸秆回收，每亩地他需要支出 25元，现
在秸秆直接由中心回收处理，每亩地他还能额外再收入10元。

除了做好全环节社会化服务帮助农户节本增效以外，怎么样把
土地增值效益更多地留给农民？

聚焦这一问题，农事服务中心先后考察礼泉、长安、三原、陈仓、
岐山等地学习先进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经过 3个多月的反复讨
论研究，最终根据投资、投入和风险承担量，兼顾各方利益，探索建
立了权责对等、多方受益的分配机制。

据农事服务中心理事长王飞介绍，中心收益分为四部分：一方
面按照政策性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年给各村固定分红 10%；另一方
面联合社运营分红 75%（其中：25%留存联合社作为发展积累，13%
作为托管员业务分红，7%激励奖励村集体和托管员，55%由分社分
红）；此外，村集体再以每年完成托管任务总量占比分红 10%；同时，
农户以托管面积的占比分红 5%。

“我们将所有的增值效益和节省的成本都牢牢集中在农事服务
中心，通过这一利益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实现了农民、村集体、社会
化服务组织多方合作共赢，而农户在享受‘保底托管’的同时，还能
再享受两次分红收益，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最终受益者，也是最
大受益者。”崾崄乡副乡长王洋说。

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的探索建设，不仅带动了全乡玉米产业驶
上从土地到农户全面抱团的集约化、从前端到末端全面联结的链条
化、从生产到经营精准分工的专业化的新赛道，也标志着黄龙农业
社会化托管服务迈上了新台阶。

截至目前，黄龙县已组建社会化服务组织 83家，全县托管面积
达 8万亩，覆盖农户 2638户，玉米增密度提单产项目区社会化托管
服务面积达 5.4万亩。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希望的田野，年年生发，季季接续。未
来，黄龙农民与土地的故事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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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 ● 市农业农村局对黄龙县2024年玉米产量进行测产评估

● 崾崄乡托管户玉米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