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农业农村部制定印发了《“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
方案》，把农垦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作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手段。

北大荒集团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切入点，全面开启“二次创业”新征
程，以北大荒农服模式为支撑，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示范带动作用和社会
化服务的组织引领作用，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北大荒解决方案”。

如今，北大荒垦地合作的足迹在祖国的版图上不断延伸，已在安徽、
广东、河南、新疆、内蒙古等地成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26家，垦地合作发
展结出丰硕果实，当地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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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霞 本报记者 刘畅

北大荒集团各农（牧）场深入贯彻落实
“双控一服务”战略要求，不断创新粮食统营
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推动由“种好粮、多产
粮、产优粮”向“储得好、销得出、有利润”转
变，全力加快粮食统营进程，努力实现粮食经
营效益最大化，担负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
舱石”的重任。

入门登记、检斤化验、过磅称重……连日
来，在北大荒集团双鸭山农场粮食仓储中心，
一辆辆满载着玉米的送粮车正有序进入晒场
卸粮，一派繁忙景象。这是农场实现“好收
成”变“好收益”创新经济增长点的成果。

为有效降低粮食销售风险，增加售粮话
语权，让农户售粮安心省心，近两年，双鸭山
农场借助 25.48 万亩粮食产地优势，坚持“合
作经营、互利互惠、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
则，聚焦粮源掌控、粮权掌控、基地建设、粮食
贸易这条主线，采取“筑巢引凤”“借船出海”
两种模式进行粮食经营工作，着力实现“化资
源为资本、变资本为资金”，以辖区内民营烘
干塔为合作对象，合理布局粮食烘干点，建立

“烘储联盟”，着力构建“龙头＋基地”粮食集
团化运营体系，努力实现粮食经营率 100％，
集团化运营 50％，粮食总产 15 万吨这一目
标。

同时，农场制定了粮食经销战略，以提升
烘干能力和提升仓储能力为重点，准备了容
纳8000吨的干粮存储仓，统筹烘干塔3座，每
天烘干能力达800吨。目前，以培育“二十九
团”“扁石河”两个子品牌、采取“线上＋线下”
的方式助力营销，积极探索现代农业综合发
展之路。

近日，在共青农场粮贸中心，大型烘干塔
开启24小时运行模式，一辆辆满载金色玉米
的车辆排队入场，整个收购过程井然有序，晾
晒场上的玉米已经慢慢堆积成一座小山。

“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开始收购粮食了，一天可烘干玉米潮
粮500吨，完全能保障玉米潮粮及时烘干，预计今年能完成10
万吨烘干任务，同时严格按照政策服务于种植户，做到应收尽
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以质论价，让种植户卖明白粮、
暖心粮、舒心粮。”农场粮贸中心工作人员孙新杰说。

刘伟坤在嘟噜河管理区承包耕地75亩，自从开展粮食统
营工作以后，农场不仅帮助他协调收获机车，还帮他畅通销
路，把粮食卖上好价格的同时，也让他尝到了粮食统营带来的
甜头。“我已经是第二年把粮食都卖到咱们自己的农场，价格
合理公平，回笼资金快，我这心里老托底儿了。”刘伟坤说。

在海林农场，各管理区近日也是一片繁忙景象。今年，农
场全面贯彻北大荒集团“双控一服务”“三库一中心”战略规
划，不断加大粮食统营工作力度，通过外联粮商、内控粮源等
多种方式推动粮食统营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为稳步推进粮食经营工作，农场坚持从细节入手，狠抓原
粮营销环节，在收获、销售过程中统一入场、统一过秤、统一结
算、统一销售的“四统一”全程优质化服务，有效掌控粮源，降
低成本。抽调机关各部门和管理区精干人员20余名，组成粮
食统营小组深入各管理区确保收优质粮、卖上好价格。同时，
建立一站式服务，成立4个监管核算小组，让种植户售粮更放
心，真正做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实现收益最大化，确保高质
高效推进粮食统营工作。

下一步，北大荒集团将通过以构建粮食产业链、价值链和
创新链的方式，努力实现粮食经营效益最大化。

粮
食
统
营
步
步
为
﹃
赢
﹄

□王金彬 本报记者 刘畅

连日来，在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六分公司
第十五管理区，机车轰鸣，水稻收获后的土地被破开，露
出油亮的黑土，原来是管理区积极组织机车开展格田改
造工作，让大格田成为管理区水稻增收的“新密码”。

兰伟东在第十五管理区种植了 190 亩水田，种植面
积不多，但 67 个小格田作业条件差、粮食产能低等现实
问题，成为他增产增收的最大阻碍。如何实现“换道超
车”？秋收后，他对自家土地进行了“大手术”，三台整地
机械齐上阵，将小格田中的池埂推平，并整体对土地进行
找平作业。改造后他家水田将形成 6 块大格田，增加土
地面积10亩。“这几年大家都开始改大池子，我经常去万
亩蟹稻示范区看，水稻长势和产量都挺好，特别是春天插
秧和秋天收获，改了大池子后机械作业效率特别高。所
以我决定也改一下，让我这‘一亩三分地’也能提高点收
益。”兰伟东笑着说。

和兰伟东一样，今年，八五六分公司第十五管理区已
有10户种植户参与到格田改造工作中。“下一步，我们还
将继续深入开展格田改造工作，让大格田成为继辖区特
色种养增收、订单种植增效后实现种植户提升收入的第
三大突破口。”第十五管理区主任侯杰说。

从2018年开始，八五六分公司开始大面积进行格田
治理。经过测算，改造后的高标准规模格田可增加实际
耕地面积 2%~3%，提升机械作业效率 15%~20%，节约机
械作业油料等成本6元~7元/亩。同时减少用工成本、减
少生产用水、减少对耕层土壤的破坏，高标准规模格田生
产全程可节省人工费用15元/亩以上；节约生产用水100
立方米/亩，节省灌溉成本5.5元/亩。

“通过对辖区土地整体状况进行分析和整理，八五六
分公司制定了《规模化格田替代一般格田工作方案》，计
划利用 5年时间，完成辖区内水田格田改造工作。”八五
六分公司副总经理沈国春介绍说，在大格田高标准的大
框架下，八五六订单农业持续增长，今年，订单种植多点
开花，有机水稻、蟹稻、鸭稻、鳅稻、虾稻、水蛭稻、黑稻米、
优质米种植、“龙垦2021”订单水稻等种植面积突破了20
万亩。

今年，八五六分公司将进行格田改造9万亩，计划到
2025年，完成全辖区70余万亩水田的格田改造工作。

格田改造现场。 本报记者 刘畅摄

机车驰骋改造格田

本报讯（牛德成 朱琳 记者姜斌）近日，北大荒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一分公司抢抓天气晴好、土
地墒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合理调配机车，高标准开
展秋整地、起垄作业，环环相扣不脱节，为明年春播
生产赢得主动权。

在起垄作业现场，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对种植户
进行指导，并根据土壤墒情协调作业机械。同时，
工作人员全程跟踪服务，检查作业质量，严格按照
标准对起垄地块逐一检查验收，确保做到垄距宽度
相等，封顶垄高一致、垄向笔直、垄面平整、垄型整
齐、垄距相等、垄体深度均匀、到头到边，高标准高
质量达到待播状态。

二九一分公司坚持“统筹规划、科学调度、综合
施策”的原则，确保达到“一环作业扣一环”，保证秋
整地、起垄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加速推进。

据了解，通过科学合理秋整地耕作，可改善土壤
团粒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同时达到土壤蓄水保墒的
效果，增强通透性，增加土壤温度，有效抗御春旱，避
免“散墒”，切实为明年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二九一分公司
高标准开展秋起垄

本报讯（王玉娇 王金鹏 李淑霞 记者刘畅）连日
来，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庆丰分公司两处标准育秧旧
棚改造现场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327 栋标准棚
正升级改造，改造后将建成120栋超级育秧大棚，进
一步筑牢粮食高产根基。

改造现场人机齐上，工人们陆续为大棚安装钢
铁骨架，一栋栋超级大棚拔地而起。第二管理区种
植户朱文杰开心地说：“大棚完工后明年春天就能派
上用场，这下干活就方便了，也不用清雪扣棚，省不
少心。”改造后的超级育秧大棚将改变原有旧棚采光
通风效果不好、抗灾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可满足棚
内整地、播种等机械化作业，还能复种各类作物，实
现“一棚多收”。

据悉，庆丰分公司现有集中育秧基地 57 处，育
秧大棚 7495 栋。其中超级大棚基地 10 处，395 栋；
标准育秧基地 47处，7100栋。自 2021起实施“超级
育秧基地建设”工程，已完成 685 栋标准棚升级改
造，三年累计改造超级育秧大棚270栋。2023年，这
个分公司自筹资金714万元，在第一、二管理区对育
秧基地进行改造升级，逐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迈
出新步伐。

庆丰分公司
327栋标准棚

升级“超级大棚”

用“北大荒模式”带农民赚钱

在日前结束秋收的富锦市二龙山镇荣
胜村，由北大荒农业股份七星分公司打造的
垦地合作“双百双千”示范区，两台 2104 大
马力机车正在开展“黑色越冬”秋整地作业。

据二龙山镇荣胜村主任杨金龙介绍，这
片土地在未托管前每亩玉米产量1650斤左
右，今年七星分公司开展社会化服务后亩产
达到了 1900 斤，亩增产 250 斤左右，且秸秆
还田离田速度非常快，对于老百姓而言，不
仅省心省力，还增产增收。

“帮农民省钱、带农民赚钱，让农民享受
美好生活。”北大荒农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守聪表示，“作为现代农业典范的北大
荒农垦集团，引领示范带动周边农村发展始
终是不变的责任和使命。”

北大荒集团 2020 年底组建农服集团，
成立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整合涉农服务
资源，聚焦现代农业科技攻关、黑土地保护、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不断探索
优化“四良八化”现代农业高产模式，扎实推
进垦地融合发展。

2023 年，北大荒集团与黑龙江省农业
农村厅因地制宜制定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实
施方案，提出“双百双千”行动，即在全省共
同打造100个示范点，复制平移北大荒先进
的管理模式和高标准种植技术，实现全程生
产托管土地，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作物综合
平均每亩粮食增产100斤。基于100个示范
点的打造，形成区域辐射带动效应，助力龙
江走上农业现代化新道路，到2025年，全省
垦地“融合共建”全程生产托管面积达到
1000 万亩以上，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作物
综合平均每亩粮食产量1000斤以上。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北大荒农业社会化
服务取得长足的发展，从 2021 年的 1080 万
亩次到2022年的5270万亩次，服务近350万

小农户，粮食增产21.52亿斤，节本增效26.93
亿元。2022年，全程托管的大豆、玉米、水稻
分别亩增产50斤、200斤、120斤以上。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效衔接

“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帮着农民
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新乡村绥化
分公司打造的1063亩玉米示范田，北大荒农
服集团绥化区域农服中心董事长庞涛表示，
北大荒农服集团绥化区域农服中心通过“双
控一服务”战略为托管土地赋能，土地托管
实现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全链条覆盖，
产前发挥集采平台优势降低成本，产中应用
北大荒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提质增量，产后粮
食统营增加效益，实现“少花”和“多卖”。

据北大荒农服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翠贤介绍，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
中，北大荒农服集团积极探索扶持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区域农服中心平台功
能，有效整合村集体“统”的作用，提升合作
社“服”的能力，解决小农户“分”的难题，建
立起“一主多元”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衔接
家庭经济，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大农业无缝
连接，打通了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另一边，绥化区域农服中心在开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过程中形成了“绥化做法”——
厚植“五大优势”，即发挥政府的政策支持优
势、龙头企业的赋能优势、分公司的统筹协
调优势、农牧场的种植管理优势、村集体的
组织整合优势，做好“五个一点”，即实现农
资统供“成本低一点”、标准化生产“产量高
一点”、生态种植“质量好一点”、粮食统营

“价格贵一点”、零概念种植面源“污染少一
点”。经测算，通过社会化服务至少可以降
低物化成本 10%，玉米、大豆销售单价平均
每吨可提高60元。

绥化分公司党委书记鹿文革表示，绥化
分公司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开

创性地运用“党建+”模式，构建“链上党
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农业社会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不断延伸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培育壮大龙头
企业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提高农业
集约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力量。

北大荒集团充分发挥旗下产业公司的
优势，推动北大荒农服集团与北大荒丰缘集
团、北大荒粮食集团、北大荒通用航空等企
业开展“伴飞发展”，全面开启“示范带动+
全程托管服务+订单生产”的模式，打造标
准化种植技术服务及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点，不断延伸农业社会化服务新链条，为北
大荒集团控制粮源奠定基础，也为推进“粮
头食尾”“农头工尾”指明了方向。

除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另外一种更高层
级的合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2021 年 7
月，北大荒集团与佳木斯市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开启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
的崭新篇章。2022 年 3 月，双方又签署了

《共建大三江垦地融合发展示范区协议》，按

照“大战略、小切口”的思路，以加快发展现
代农业为切入点，加速工农融合、城乡融合、
区域融合、主体融合，加快把佳木斯市打造
成垦地融合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北大荒佳
木斯区域农服中心“龙头企业+合作社+集
体经济组织+农户”模式，按照“3+1+N”模
式推进示范村建设。

如今，在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由国
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与北大荒佳木斯区域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合作研发生产的北斗农
机自动驾驶系统，辅助着一台台“铁牛”不停
穿梭，驰骋在千里沃野上。据统计，2022年
共计研制交付新一代北斗农机导航两万台，
2023年已研制1万台，交付6000台。

2023 年，北大荒集团农业社会化服务
面积将突破 7800 万亩次，粮食计划可增产
35亿斤以上。

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的不断扩大，
北大荒集团必将为中国农业提质增效、建设
农业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在区域经济社会一
体化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摄

垦地携手垦地携手
共谱乡村振兴共谱乡村振兴新乐章新乐章

哈拉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珍稀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哈拉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珍稀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张克华 许跃兵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文/摄 邹德新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深秋时节，在北大荒
集团哈拉海农场有限公
司境内的哈拉海湿地，仍
旧聚集着数百种鸟类，哈
拉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
境已经成为珍稀鸟类的
重要栖息地。

在这里，“鸟中国宝”
东方白鹳成群结队，时而
在水中捕虫嬉戏，时而翱
翔于碧蓝的天空。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
块湿地旁边就是蟹稻地，
水稻收割后，“遗留”下许
多小螃蟹，不少鸟类前去
捕食。据保护区工作人
员介绍，随着气温的降
低，预计在 10 月底，这些

“贵客”将陆续南飞。

““贵客贵客””流连流连
哈拉海湿地哈拉海湿地

先进实验室先进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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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

数百种鸟类聚集哈拉海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