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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枣庄市借助被列入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机遇，创新性地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了多种新型
模式，如农业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合作社联合模式、工商资本注入模式、服务组织模式、家庭农场模式。为持
续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提出相应的建议：加大扶持力度，合理引导；鼓励工商资本入
驻农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土地流转；增强综合竞争力，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突出
科技支撑引领。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对策建议；枣庄市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5）07-0069-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07.025

枣庄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及建议

蒋广洁 1，赵会侠 2，孙晋祥 3，董夫英 2，张 丰 3，徐佰鸽 1

（1.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农村能源办公室，山东 枣庄 277400；2.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经营管理
局，山东 枣庄 277400；3.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农业局，山东 枣庄 277400）

收稿日期：2015 -04- 07
作者简介：蒋广洁（1965—），男，山东滕州人，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生态农业与农村能源技术推广和管理工作。联

系电话：（0632）6677158。E-mail：jie_j2013@163.com
通讯作者：赵会侠（1968—），女，山东枣庄人，高级农经师，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经济管理工作。

《农业部关于山西省朔州市等18个农村改革试

验区与试验项目的批复》（农政发［2011］4号）确定

将枣庄市列入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农业经

营体制机制改革任务［ 1］，成为国家农村改革的

“试验田”。新型经营主体将现代工业管理理念引

入现代农业，为农业经营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

营模式，依法流转农民土地，规范开展农业经

营［ 2］，注重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机制，带动广大

农民就业增收，因此代表了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

水平，在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中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和能量。枣庄市借助于被列入国家农村改革试验

区的机遇，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

口，“先试先行、封闭运行”，着力引导、培育、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规模经营，转变农

业增长和发展方式，为枣庄市现代农业和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探索新模式，可供我国农村改革参

考。

1 现状

2008年 8月，枣庄市以山亭区徐庄镇为试点，

对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承包地，由区（县）级政府进

行使用产权确认，然后发放《农村土地使用产权

证》，以突出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为特征、以“一

证一所一社”为核心内容，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农村

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目的是在顺应农民土地

规模经营意愿的基础上，追求土地的规模效益。

由于以承包地收益权作抵押，盘活了农地资

源，通过着力引导、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2013年底，枣庄市土地合作社达到 735家，规模

经营土地 4.953万 hm2，利用农地抵押贷款 9.2亿

元；土地合作社平均收益 114 900元/hm2，比分散

耕种高出 42%；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人均增收 37%，

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市农民平均收入 1 700元。由于

坚持了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改变农民承包

谷 568、泰玉 1028两个品种表现为株高、穗位适

中，果穗均匀，秃顶率低，穗粒数多，百粒重高，

综合性状较好，建议在华亭县及同类旱作区推广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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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不改变农地性质的原则，有效规避了因农民

失地带来的农村稳定和粮食安全等风险。目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全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生力量。

2 主要经营模式

通过引导、培育和发展，枣庄市基本形成了

以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基地农户为骨干，农业企业为

龙头的经营组织体系［ 3 - 4］，主要经营模式有 5种。

2.1 农业企业+基地农户模式
农业企业 +基地农户模式，主要指农业企业

通过订单合作等方式带动基地农户进入市场，实

行产、供、销一体化，跨区域、跨行业农产品加

工流通模式。目前，全市拥有农业龙头企业 312

家，其中国家级 5家，省级 79家；年销售收入 1

亿元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 51家。

2.2 合作社联合模式

合作社联合模式是按照“自主自愿联合、协商

民主决策”的管理原则，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实行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经营模式。通过合

作社间合作、联合以及相互之间技术、资金等合

作，推动农业集约化、组织化生产发展。目前全

市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3 580家，其中省级示范性

合作社 37家。

2.3 工商资本注入模式

工商企业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优势，

运用现代工业经营管理理念和方式投资开发农业，

以技术示范、市场引导等方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目前全市有 17家工商企业投入现代农业，投入资

金达 23.5亿元。

2.4 服务组织模式

服务组织模式指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

节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的经济组

织，包括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服务队、农民经纪

人等。目前全市拥有各类农业服务组织 443 个，

其中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 167个，植保服务组织

81 个，土肥服务组织 101 个，金融服务组织 97

个，沼气服务组织 7个。

2.5 家庭农场模式

家庭农场模式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以

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以职业农民为主

体的新型发展模式。目前全市拥有家庭农场 266

家左右。

3 发展建议

今后一段时期，是枣庄市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关键时期。按照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必须将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创业创新能力放在突出

位置。借助枣庄市被列入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

机遇，将现代工业管理理念引入现代农业发展，

为农业经营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加快

培育实现路径，促进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培育壮大，

全面构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农民股份参与，

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

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现代农业持续健康

发展［ 3］。

3.1 加大扶持力度，合理引导

各级党委政府要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

建设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新

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年度工作绩效考核，

落实责任主体，严格督查问责，通过引导扶持，

统筹整合资金、技术、管理、服务等资源要素，

建立起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体

系。

3.2 鼓励工商资本入驻农业

鼓励工商资本入驻农业，降低进入农业门槛，

通过“工商资本+专业合作社”的方式领办农业企

业，带动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现互补双赢。

3.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突破口，按照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加快培养一批有头脑、有技

能、懂经营、会管理、敢创业的新型农民，不断

提高农民素质，努力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

3.4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土地流转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登记制度，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和引

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培育流转市场，健全市、

区（市）、乡镇、村 4级流转服务体系，推进整村

整片流转，加快推动土地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实现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3，5 - 7］。

3.5 增强综合竞争力，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

注重品牌建设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通过

整合品牌拓展农产品流通销售市场，增强农业产

业综合竞争力。深化“农超对接”，引导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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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城县中低产田现状及改良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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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庆城县中低产田面积、分布、类型等现状的调查，分析评价了中低产田的障碍因素，提出了
加强水土保持，提高耕地质量；增施有机肥料，提升土壤有机质；平衡施肥，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水利与农艺措
施并用，发展避灾农业；耕作培肥土壤，提高耕地基础肥力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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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城县地处甘肃东部，属陇东黄土高塬残塬

沟壑区，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县。总土地面积

2 692.6 km2，耕地面积 80 640 hm2。县域地形多

变，地貌复杂，山、川、塬兼而有之，以山地为

主，梁、峁、沟、谷、塬、台、岘、掌等主要地

貌类型齐备［ 1］。土壤类型有黄绵土、黑垆土、新

积土、红粘土四大类［ 2］。庆城县土壤养分含量相

对较低，地力等级低，区域分布不均；中低产田

面积大分布广；农作物产量普遍较低，生产效益

不高。2008年以来，庆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依

托国列“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项目”、省列“旱作

农业项目”、县列“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农业科技

项目经费支持，对全县中低产田现状进行了大量

野外调查，按照测土化验标准要求，采集测试耕

地土壤农化样品 6 340个，开展了大量的冬小麦、

玉米、马铃薯、黄豆等主要粮食作物配方施肥等

田间试验示范和推广；整理了多年来土壤改良及

种植业技术成果资料，依托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

地农业研究所，依据全国中低产田类型划分与改

良技术规范（NY/T310-1996），结合目前耕地质量

的实际情况，对全县耕地质量进行了分析评价，

对县域中低产田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分类，分析了

干旱、土壤贫瘠等中低产田形成的障碍因素，对

症提出了改良利用对策，以期为全县中低产田改

良利用提供指导。

1 中低产田现状

1.1 面积及分布

庆城县地形复杂多变，耕地以山地为主，山、

主体与大型连锁超市、学校、大企业等实行产销

对接。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搭建各类农产品营

销平台，组织和引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加

国内外农产品展示展销会等［ 3 - 5］。

3.6 突出科技支撑引领

深化农技人员联基地、联大户活动，强化基

层农技队伍主导作用。引导农业经营主体与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以应用促研

发的良性互动机制。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创办农业

科技研发中心，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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