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途径。国内外先进地区的经验表明，农业服务体系越完善，农业现代化程度通常也较高。

临安全境地貌以中低山丘陵为主，拥有林地面积398万亩、耕地面积43.5万亩，是传统农业大区，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在粮食生产功能区整治优化工作全面

完成之后，临安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做好整治优化的“后半篇”文章，实现土地集约化利用？传统农业大区如何通过“双强”行动，向现代农业强区转型？

以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建设为契机，临安把落脚点锁定在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通过构建“1+3+X”的农事服务体系，为全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

后”全链式农事服务，引领和推动全区农业机械化、科技化、数字化发展，为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贡献临安样本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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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构建共享式农事服务体系探索山区农业现代化——

天目山麓奏响“农事”新曲
黄丽丽

（本版图片由临安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背景下，变革
重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成了各省
竞相破题的“新赛道”。

2022年，临安在全省率先启动现
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临安区於潜
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入选首批省级
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

这项农事“变革”，临安为何在全
省先行先试？

首先，这离不开粮食生产功能区
整治优化打下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临安秉持着“中国人的
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的初心，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好
粮食生产功能区整治优化。目前该
项工作全面完成，8.01 万亩粮食生产
功能区进一步夯实巩固。新建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粮食生产功能区提标
改造 2 万亩，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
13.55万亩，创历史新高。

其次，临安作为“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山区农业大区，其在发展高效
生态农业面临的问题在全省具有普
遍意义和代表性。

从农事服务供给能力来看，临安
现有社会化服务组织普遍分散、规模
不大，与农业规模集约经营不匹配。
从生产效率来看，原有人力主导下的
农事服务，投入成本达 1520 元，加上
种粮补助效益仅有 180 元，农户种粮
积极性低。加上山区农村人口外出
就业，导致可用劳动力缺乏，“谁来
种、怎么种”是山区农业发展最大的
现实难题。

正是带着清醒的“问题意识”，
临安引入“一站式”农事服务综合体
的概念，旨在为全区粮油种植户提供
覆盖全产业链的农业生产经营综合
解决方案，破解农业生产共性难题。

根据全区粮食生产、农业产业发
展需要，临安构建“1+3+X”的农事服
务体系。“1”即建设1个功能完备的省
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3”即在
东部板桥镇、中部於潜镇和
天目山镇、西部龙岗镇各
建设 1 家粮油产业农事
服务中心。“X”即采用

“企业+合作社+农户”
模式，建成农事服务
站（点）20个。

当前，农事服务
中心已成为浙江实
施农业“双强”行动、
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重要载体。

浙江省《关于推进
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
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5
年，全省建成省级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 100 个以上，区域性农事服务
中心 200 个以上，各类涉农主体自建
专业农事服务站点 1000 个左右，实
现涉农县农事服务功能全覆盖。

临安构建山区特色的现代化农
事服务体系为全省探路，截至目前，
已组建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 1 家，区
域性农事服务中心 3 家，农事服务站

（点）20 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58
家，辐射全区农田生产作业。

全区域覆盖——
破解“谁来种、怎么种”的现实难题

眼下，气温回暖，水稻育秧备种的
黄金时期到来。而有了农事服务中心
以后，天目山麓的临安农事有了“新景
象”——

拖拉机在田中来回穿梭，随着“突
突”的农机轰鸣声，一块块沉睡的土地
快速变成沟垄齐整的耕地；育秧房里，
一盘盘种子在填入营养基质、覆盖土
壤、喷洒水雾后，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
破土而出，智能化、自动化育秧为春耕
按下了“快进键”⋯⋯

“我们引进了国内领先的‘一机两
播’水稻育秧播种机，13天左右就可以
完成一个育秧周期，比传统育秧大棚
节约了7天左右的时间，每亩可节约一
斤种子（约 50 元）。”临安区於潜现代
化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中
心服务范围可辐射於潜、太阳、潜川等
5个镇，年服务能力可以达到11.5万亩

次。
共享式、一站式，是临安现代化农

事服务中心的两大特色。
其中，共享式体现在“共享农机作

业、共享农机服务、共享农资配送、共
享耕地智保、共享农产品推广、共享农
耕文明”的全方位共享，不论是自动化
的育秧、机械化的耕种，抑或是全流程
的烘干加工，有了农事服务中心，普通
的粮油种植户都可以享受到。

而一站式体现在农事服务中心就
像一个农事服务的“大型超市”，可为
农户提供数字农业、集中育苗、烘干加
工、农技服务、农产品营销、农资配送
等 7 项专业农事服务。通过这些科技
化、机械化的服务，能够有效提高单位
土地面积的粮食产出量，实现向“双
强”要效益的目标。

“我们的设备容量大，可为种植户

提供先进的稻麦烘干服务，烘干的稻
麦达标率高。”临安区龙岗镇农事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总共面积
4500 平方米，主要辐射昌化镇、龙岗
镇、清凉峰镇、湍口镇等临安西部乡镇
的粮油基地。目前，烘干中心已投入
使用，共有 7 套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
可达 130 吨，未来还将建设加工中心、
数字化中心、仓储中心、农机库等。

共享共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
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临安区於潜现代化农事服务
中心为试点，临安正着力探索“政府
指导，农事服务中心运营，农户参与”
的新型农事联盟模式，目前已成立

“育秧服务队、数字服务队、田间作业
服务队、烘干服务队”四个服务队，让
农业生产主体更多分享现代农业发
展的成果。

全链路打通——
打造“共享式”农事服务的临安样板

以小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是我国
农业大国的底色。数据显示，我国普
通农户数量达到 2.6 亿，占农业经营主
体的95%以上。

“在建设农业强国进程中，重点
任务就是帮助、组织、提升、发展、富
裕小农。”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副院长张红宇表示，发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有机衔接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机制。

临安区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为
契机，建设应用浙里办“临农一件

事”服务平台，并以农事服务中心为
载体，打造了於潜“耕织云图”数字化
应用，以全闭环的普惠式和定制化服
务促进农业与科技深度融合。

在“耕织云图”数字化应用中，农
户通过微信小程序“云耕”注册农场信
息，就能享受到服务中心“耕、种、管、
收、售”的全流程服务。只需点击线上
预约农机服务，可实现即时受理、2 小
时匹配。该应用还能为农户提供农田
墒情、病虫害预警监测、农产品网上直
播等数字化服务。

“目前，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成了
临安展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科技化、农
业数字化的窗口。”临安区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农事服务中心为
载体，临安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优势，对
接普通农户、家庭农场等生产主体，为
它们提供全链条社会化服务，走出了

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益，
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

临安区天目山镇农事服务中心由
临安杲村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投资建
设，负责人俞吕俊是临安农业机械化
的带头人之一。投资建设农事服务中
心后，可为天目山、太湖源以及玲珑等
周边镇街提供 1 万亩的粮油全程机械
化服务。

“我前两天刚接到太湖源镇的一
个单子，为 500 亩的水稻供苗。”俞吕
俊说，除了育苗以外，中心可为种植户
提供“一站式”包含育、耕、种、管、收、
烘、贮藏的全产业链托管服务，按照服

务费每亩 800 元算，中心通过标准化
生产可将每亩粮食产值提升到 2000
元，每亩为农户增收200元左右。

实践证明，只有为广大农户提供
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和机械化水平，增加农业生产效益，才
能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临安区将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
设作为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载体，通过全链条的社
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
数字化、品牌化，打响“天目农享”农事
服务新品牌，为临安农业现代化提供
强劲动力。

全方位赋能——
实现“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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