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理念精准服务  

探索社会化服务新模式

安 徽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张毅宾



主

要

内

容

一、安徽农垦农服基本情况

二、主要服务模式 

三、取得的成效

四、经验启示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建议



    安徽农垦集团是目前安徽省属企业

中唯一以农业为主的企业集团,现有土地

面积93万亩，其中耕地45万亩。

    安徽农垦着力打造“一核五柱两支

撑产业体系”，以现代农业为核心，打

造种植业、养殖业、特色茶林果业、农

产品深加工业、现代农服业五大发展支

柱，做稳做实房地产业和投资金融业两

大支撑产业。

一、安徽农垦农服基本情况



围绕农业社会化服务，安徽农垦于2015年

成立了安徽省农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农

场公司也相继成立了农场农服公司，目前有14

家农服子公司，其中农场农服公司11家，省农

服地方子公司3家。

安徽农垦直接服务全省耕地面积约100万

亩，年服务600万亩次。2021年对外开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面积约60万亩，其中流转土地面积

4.4万亩，全托管服务面积2.3万亩，环节托管

服务面积4.2万亩，托管服务总亩次达62万亩

次；通过开展良种、农资、农技、订单生产等

服务达40万亩以上。

    

农垦农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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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服务模式



即销售端以“订单”拉动，确定价格和产品销售渠道，推进品种统一

布局，规避市场风险；生产端以“土地托管”为推动，进行规模化、组织

化生产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服务端以“技术+要素”推进生产资料统一

供应和技术措施统一，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经营效益。通过“订单+托管+

要素”经营模式，构建前中后三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联合体，成立“新农人

联盟”，成员包含种粮大户、农机合作社、农资经销商等新型联合体，通

过开展统一订单生产、统一农资采购、统一管理措施、统一机械作业、统

一烘干销售等，合理规避市场波动风险、生产经营责任风险、降低生产成

本、解决晾晒难丰产不能丰收等问题，做到丰产即丰收，让农业风险可控、

效益可期。

    

331“订单+托管+要素”模式



“土地流转+‘新农人’”模式，即农场农服公司对外与当地镇政府（或农

业农村部门）签订流转协议；再遴选和组织场内退出土地的种植能手（职业农民）

或乡镇农民培育为“新农人”，负责具体生产管理并与之签订协议；农场农服公

司按照“五统一”模式，统一品种布局、提供生产资料、农机和农技服务指导，

回收产品；计算生产收益并按照一定比例与“新农人”分红。

    

“土地流转+‘新农人’”模式



农垦农产品公司围绕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与长

丰县杨庙镇大路村合作，探索出了“大路模式”。主要环节为：

（1）大路村集体合作社负责流转村民土地。

（2）农产品公司与大路村集体合作社签订协议，约定保底收益，建立

以粮食产量和成本控制为基础指标的考核体系。

（3）大路村集体合作社组织当地职业农民参与生产管理；村集体合作

社负责控制生产成本，并对职业农民进行产量考核。

“企业+合作社+职业农民”模式（“大路模式”）



（4）农产品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培训（推行“五统一”:统一品种布

局、统一生资农技、统一生产标准、统一粮食收购、统一成本核算）、资

金投入、产品回收及销售；与金融保险机构合作，购买农业保险，降低自

然风险。

（5）在达到目标绩效考核指标后，根据“532”比例，开展效益计算

和分红，即农产品公司50%、村集体合作社20%、职业农民30%。

“企业+合作社+职业农民”模式（“大路模式”）



1、省农服公司“订单+托管+要素”模式，通过优化“公

司+大户+小农户”、“公司+村委+小农户”的托管服务方式，

由大户和村委将小农户土地集中后交由省农服全程托管，公

司按照“存量保证+增量共享”的托管利益联结机制，托管土

地种植收益低于所约定的存量数，其收入全归大户或农户所

有（公司不参与分红），收益高于存量数，公司按比例参与

分红。通过全程托管实现适度规模效益、提高小农户收益，

充分激活村委经营管理功能，壮大村集体经济，真正实现农

村农场化。经过一季生产后，托管种植的小麦在科学管理下

获得了丰收，亩均产量达到1100斤，亩均节本60元，亩均产量

增收120元，亩均订单加价增收110元，当季分红，农户开心、

大户高兴、村委满意。

2021年，省农服公司被遴选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

试点组织”。

三、取得的成效



2、2021年龙亢农服公司在蚌埠市的流转土地2.1万亩，开展“土地流转+‘新

农人’”模式运作，全年粮食产量2821万斤，粮食总产值5026.57万元、亩产值

2375.5元，总利润1297.68万元、亩利润613元。单一新农人（按6：4比例）实现亩

收益367元；新农人团队统一经营（按3：7比例）实现亩收益184元。

2022年龙亢农服完成农机作业65万亩次，预计2022全年营业收入9046万元。

三、取得的成效



3、安徽农垦农产品公司于2021年在合肥市长丰县大路村流转合作4000亩土地，使原抛

荒地变成整齐有序的高产田。合作首年即大获成功，2021年下半年收获81.7万公斤高粱、

17.9万公斤水稻，实现收入354万元、利润112万元。按照合作协议，农产品公司分红71万元，

大路村集体合作社在获得63万租金基础上另可分红41万元，在长丰县171个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的排名，由2020年未合作前的第161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6位。

三、取得的成效



2022年6月1日，经济日报刊载了《村企合作破解

抛荒难题》一文，详细描写了农产品公司与大路村开

展合作的“国有企业+合作社+职业农民”的社会化

服务乡村振兴合作“大路模式”，此文获得了王清宪

省长和张曙光副省长的批示。2022年合作地块午收小

麦收获单产380公斤/亩，较去年未开展合作由农户种

植的单产280公斤/亩提高了36%；秋季高粱单产270公

斤/亩，预计2022年可实现总利润160万元。

三、取得的成效



一是培育新农人，推进了适度规模经营。

二是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助推乡村振兴。

三是稳定生产基地，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

四、经验启示



2022年4月，安徽省印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大托管”示

范推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徽农垦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大托管”示范推广工作，制定了《安徽农

垦农业生产“大托管”示范推广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到“十四五”末，“大托管”面积力争达到45万

亩以上的目标。安徽农垦将加强与地方政府及农业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对接，利用政策贷款等金融工具

解决资金问题。同时盘活农场人才资源，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农场参与农业生产

“大托管”工作。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建议



1、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对农垦在地方“大托管”

流转或托管土地支持保护力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给予涉农惠农资金补助支持。
2、将农业生产“大托管”工作切入点前移到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参与地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做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规划，项目实施完成后的土
地进行“大托管”工作。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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