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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湖，同是农民身份，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大不相同了。
有的做起甩手掌柜。他们将土地流转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经营，不用

下田劳作，每年的收获比过去自家劳作还要多；有的做起专业农民，但不再自己单干，而是
与各种新型农业主体紧密合作，闯市场；有的做起农业工人，与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
合作，就地、就近弹性就业，多了收入，还不耽误照顾家庭。

这些变化背后是平湖对“新仓经验”的推陈出新，探索发展以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信
用合作“三位一体”为核心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

半个多世纪前，平湖新仓供销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购销结合合同，解决农村生产
资料供应和农产品出路难题。毛泽东主席对此作出了重要批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的“新仓经验”，起到了连结城乡、联系工农的纽带作用。

“新仓经验”在新时期面临新突破、新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以农民利益为核心，通过
结合、整合、联合，将土地、资金、农资、劳动力、市场等分散在千家万户的资源要素有机联
系在一起，提高生产组织化、组织体系化、服务社会化水平，解决农产品千家万户小生产与
千变万化大市场的矛盾。

如今，在平湖，一个农户也可以轻松经营成百上千亩连片土地；缺乏技能也可以获得专
业化、标准化技术服务；没有抵押物也可以及时获得贷款；没闯过市场也不再销售难⋯⋯

““新仓经验新仓经验””步步高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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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军雄 报道组 任迎春 马国强

种什么？怎么种？如何卖？这是
一直困扰农民的难题。遇到新品种更
加不敢尝试。种不种得好，卖不卖得
掉，谁心里也没底？一家一户搞农业，
很像蒙眼拉磨的驴：围着几个老品种
打转转。

解决“低、小、散”问题，“新仓经
验”发源地新仓镇以培育各类农业专
业合作社为突破口，整合土地、农资、
资金、技术、市场、劳动力等涉农资源
要素，开展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
服务、统一培训、统一收购等服务，提
高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水
平，增强抗市场风险能力。

7 月正是毛豆采摘上市的旺季。
在新仓镇友联村农田边上大进蔬菜专
业合作社蔬菜收购点，新仓镇友联村
家庭主妇俞美娟和其他菜农一起将一
麻袋一麻袋的毛豆送过来，过磅，登
记，就完成了销售。

“现在看起来销售很简单，其实市
场很不稳定，价格起伏不定。”正在收购
的合作社负责人唐保林说，“这几天，当
地1500多亩的毛豆集中上市，但市场上
每天的需求量都会有所不同，合作社每
天收购上来的毛豆不一定都能销售出
去，但是我们合作社与其他专业合作
社、供销社、农业部门等建立了供销、信
息合作机制，这个以前的大难题，现在
迎刃而解了，本合作社解决不了，其他
合作单位能够主动提供帮助，确保把老
百姓家里的毛豆全部收购。”

因为丈夫和子女都外出务工，对
于俞美娟来说，照顾好家里老小已经
不轻松了，现在一个人还能管家里的
几亩地。“并不是我有多能干，多亏了
加入这里的大进蔬菜专业合作社，除
了播种和采摘之外，其他种子、农药、
化肥都有合作社帮忙选定和供应，种
植技术也由合作社指导，销售也有合
作社操心。”她说。

当然，对于规模种植户来说，搞农
业远不止这些。土地、农资、农机、资
金、雇佣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瓶颈问题
更加突出。劳务合作社、农资合作社、
资金互助社等一批解决要素瓶颈的专
业合作社应运而生，与原有的农业专
业合作社紧密合作。

新埭镇三丰果蔬劳务合作社就是
平湖数十家劳务合作社中的一家。这
家合作社一头联系着200位农民，一头
为邻近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基
地、家庭农场调配劳动力。合作社负责
人毛华良说，农业用工季节性强，大多
为临时用工，喜欢弹性工作制，劳务专
业合作社解决了农业用工难，农民家门
口务工收获八九元工资/小时。

经营规模越大，对资金需求越
多。许多农业主体得了资金饥渴症，
农民贷款难，成了制约农民生产致富、
发展现代农业的一大瓶颈。平湖通过
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社、农业担保公
司等之间合作联合起一张涉农金融网
络，解决不同资金需求。

蘑菇种植动辄数十万元、上百万
元投入，资金一直是困扰种植户的大
难题。加入平湖新当湖资金互助社之
后，平湖新当湖食用菌合作社 680 多
个社员总算松了口气。需要资金，只
要提前给互助社打个电话，不需要抵
押，只要合作社提供担保就可以拿到
贷款。由于资金互助社与当地农村合
作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社员们遇到
更大的资金需求，互助社会向合作银
行推荐，从合作银行获得贷款。

目前，平湖已在全市范围建立起
了以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信用合作

“三位一体”为核心的农村新型合作经
济，原本千家万户、千头万绪的涉农资
源要素通过各种形式联合在了一起，
加速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13 年，全
市实现农业总产值 26.7 亿元，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 20439 元，比上年增长
10.2%。

从产销到全要素合作：
种田变轻松

“新仓经验”在基层的创新发展正
告别草根生长阶段，政策环境、配套制
度愈加完善。平湖已经初步构建促农
合作、联合的农资供应、流通营销和信
息服务大平台，实现全市统一的社会
化服务，使农业主体对接更便利，有效
解决了各农业主体和各级涉农部门联
系、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平湖供销、农经等部门联合组建
了平湖丰达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并整
合全市“小农资店”，设立了遍布各地
的204个农资经销网点，实行“统一进
货、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服务、
统一标识、统一培训”管理。这些链
接着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户的农资网络，为各主体
之间联合、合作发挥了主渠道作用。

拥有 760 多名社员的新仓果蔬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陆志华告诉记者，
要服务这么多社员，加上联合、合作
的各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单靠自己力
量难以实现，现在与供销社合作后，
借助农资经销网点，顺利地解决了种
子、化肥、农药等农资配送问题。

平湖市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是当地最大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辐
射浙北、上海和江苏市场。平湖以市
场为平台，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
解决农产品出路，并使农民在流通环
节获得更多收益。

走进这个市场，就可以看到专门
设立的食用菌交易区，每季度 600 吨
食用菌从这里走向千家万户。这就
是平湖新当湖食用菌合作社与市场
对接合作的成果。新仓镇红光村菇
农张立群说，他们的食用菌在这里交
易只收取不到 1%的管理费，大大低
于其他产品4%的标准。

信息化也助推“新仓经验”发
展。“有问题拨打 12316”！在平湖各
地乡村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

2010 年平湖市搭建了服务全市的农
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12316
平湖市为农服务中心。

该服务中心整合了农经系统 15
名农技专家组成的坐席服务团队和
78 名党员组成的农技党员服务品牌
团队，以及全市涉及农业的 238 家成
员构成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以农业
各领域的“土专家”组成的“12316 惠
农义工联盟”。农业主体可以随时随
地咨询农业政策、农业技术、市场行
情、产销对接、农资需求、土地流转、
农业投诉、社会化服务等问题，极大
地方便了各方之间的对接。

“在全市社会化服务大平台推动
下，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互通、合作、融合。”平湖市农
业和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黄海其告诉记
者，“新时期，创新发展以三位一体为
核心的‘新仓经验’起步不久，但已经
揭示出了在促进农业现代化、促农增
收、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的潜力。”

“新仓经验”离不开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平湖创新在农业产业链上建立
党组织，发挥合作社党员服务、带动农
户的作用。目前，平湖已有 3个合作
社建立起了产业链基层党组织。

林埭镇四季对虾专业合作社党
支部就是最早成立的一家，由16名合
作社党员组成。在平湖养殖对虾的
农户无论遇到什么生产技术难题，只
要往林埭镇四季对虾专业合作社打
个电话，就有合作社党员提供帮助。

村民范中林就是其中一位受益
者。由于缺乏技能，他一直从事体力
活，生活拮据，一次无意发现养对虾
可以致富，就向四季对虾专业合作社
咨询。了解范中林难处后，该合作社
党支部派出党员陈海英与他结对，手
把手技术指导，使范中林成长为一名
养殖能手，并成为合作社一员。

从自发到自觉合作：对接更便利从自发到自觉合作：对接更便利

现代农业需要足够规模出效益、抗
风险，但生产主体同样遭遇成长的烦
恼。通过购销合同、业务往来等建立的
合作关系解决了部分问题，但过于松散，
生产主体万一遭遇市场大幅波动，或者
天灾，还是有可能一损致贫。

许多人感觉到，需要进一步联合
成为一个利益实体。“传统农业不仅生
产经营层面处于分散状态，部门之间、
区域之间也条块分割，极不利于现代
农业发展。”从事“新仓经验”课题研究
的平湖市委组织部长曹国良认为，创
新发展“新仓经验”就是要打破部门、
区域行政界线，整合合作资源。

改变悄然在基层发生。
平湖市新埭镇将全镇涉农资源整

合成一个实体——新联实业有限公
司。2010 年底，新埭镇 9 个行政村经
济合作社打破行政界线，共同出资组
建了公司，之后又联合镇农技、供销等
涉农部门参股组建了新联粮油、新联
生猪和新埭农资等三个生产专业合作
社，还有一个新联劳务专业合作社，以
发展集体经济，搞好农业社会化服务。

2012 年 300 亩起步，2013 年 800
亩，今年 2200 亩⋯⋯从新埭镇鱼圻
塘村农户黄建峰种粮面积的连年大
幅增加，可以看出种粮成了一个非常
诱人的行业。让这位刚刚涉足农业
的农民信心十足的原因就是他加入
了新联粮油专业合作社。

“加入合作社好处很多，合作社
可以提供成本价、甚至免费的农机、
技术和统防统治服务，还可享受信贷
农资专业合作社批发价农资，而且还
享受赊欠融资服务，需要劳动力可以
直接找劳务专业合作社。”黄建峰算
了算，“同是种粮，社员要比非社员一
季水稻每亩节省100元！”

新联实业有限公司还为 9 个村

集体经济带来丰收。2013 年该镇村
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 2524 万元，平
均每个村达到280万元。

在其他乡镇，参股、重组等各种
紧密合作形式也不断创新。

一些龙头企业还直接入股当地
农村合作银行，获得资金保障。农业
龙头企业平湖新埭米业就是平湖农
村合作银行股东之一，不仅为自己获
得资金倾斜政策，每年获得 500 万元
的授信，还为与其合作的平湖泖河米
专业合作社107个社员担保。

5年前，同样谋求脱困发展的曹桥
供销社在原有曹桥供销有限公司和曹
桥农机水利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协同
平湖市供销社所属农贸企业东茂有限
公司，同时吸收120个社，组成业务面
向全街道的曹桥供销专业合作社。

原来各为主体的单位被重新组
合成一个新实体，利益格局改变促使
合作经营模式的改变。原来各自业
务交叉的农资农技部门，重新分工，
农机服务和农资供应实现专业化，业
务范围很快实现全街道 3 万多亩农
田全覆盖。全街道农业生产用药用
肥更安全，亩产还连年创新高。据测
算，去年，仅这两项就给接受服务的
社员、农户节本增效60多万元。

目前，平湖正着手从市级层面搭
建跨区域、跨部门的利益一体化农业
综合服务平台。“由全市涉农部门和
相关农业主体组成的全新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联合会（简称农合联）就承
担起了这项重任。”平湖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主任周国权说，“农合联以产
权为纽带，打破条块分割，整合有限
资源，将以市场导向，以效益为分配
方式，旨在推动实体化运作，避免了
原来行政配置下政企不分，或者国有
独大的弊端。”

从松散到紧密合作：船大抗风浪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为新仓供销合作社批示手迹。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为新仓供销合作社批示手迹。 1978年 2月 16日，浙江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报道
了新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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