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赵光村垦地融合发展示范区”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汇 报 人 ： 吴 殿 勇

北大荒北安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北大荒北安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服中

心）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农服集团持股51%，北安分

公司所辖农场有限公司持股49%（分公司代为行使股东权

利），是北大荒农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服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注册地点在北安市，主营业务包括农资、农

化、农机、农技服务等几个板块的内容。

序言:



序言：

北安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作为全国首个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自成立以来，以做强农

业社会化服务产业为己任，着力构建标准化、企业化、公司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2022年，

中心协同赵光农场有限公司与赵光镇，以土地托管“整村推进”为“小切口”，聚力打造“垦地融合

发展示范区”，全面推进垦地共建助力乡村振兴“大战略”落实落地，努力实现“帮农民省钱、帮

农民赚钱、让农民享受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

北安区域农服中心以“四区”（农业经济示范区、双控战略引领区、农场党员包保责任区、

垦地生活深度融合区）为主要建设目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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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业经济示范区”

         建立“家庭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国有经济”

四位一体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把垦区的先进农业生

产技术、管理模式辐射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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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业经济示范区”

（一）打造“集体农场”模式。

把“北大荒模式”复制平移到地方，由
村集体组织领办“集体农场”，将散户组织
起来，村民民主选举产生“集体农场”场长、
监管员，发挥上下沟通协调、监督生产行为
的职能，经营权依然留在普通农户手中，为
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打好基础。赵光村现有耕
地2.43万亩，除合作社经营耕地2925亩之外，
剩余耕地成立“集体农场”，按照2000-3000
亩规模，赵光村及其自然屯成立“集体农
场”。在托管服务过程中，靠标准示范、效
益牵动，不断扩大“集体农场”规模，通过
土地托管解放劳力，让富余农民转移其他产
业，增加农民收入。



建设“农业经济示范区”

（二）推动“数字农业”外延
“数字农业”是推动未来中国农业快
速发展的有益尝试，在农机无人化、
田间信息感知等方面进行探索。今年，
赵光农场有限公司进行了国内首次旱
田无人农机集群式中耕作业。区域农
服中心以“垦地共建”为契机，发挥
农场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平台作用，以
土地托管“整村推进”为切入点，在
标准管理、技术引领基础上，将农村
农业基础信息录入到大数据平台，让
农民也可以利用农服手机APP采购生资、
提出需求，将无人智能农机应用在托
管地块，降低生产投入成本，提高作
业效率，让农民“足不出户完成耕地
种植”成为现实。



建设“农业经济示范区”

（三）推进“小农意识”转变
          发挥农垦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管理
优势，通过粮食产量提高、种植收益提升的
实际成果，让地方农民真正认识到规模经营
的优点、长处，改变低投入、低产出的传统
农业管理模式，转变固有的“小农意识”。
今年5月18日，赵光村1.98万亩大豆和0.45
万亩玉米，全部播在高产期。与去年同期相
比、与今年临近村屯相比，播期提前了5-10
天，夏管采取农垦精细化管理模式，抢得有
效积温8-10天。同时，又将钼酸铵拌种、测
土配方深施肥等10余项增产技术应用到全程
托管地块，为作物增产提供技术支撑。通过
开展“土地托管+技术服务”，今年，赵光
村托管地块大豆平均亩产突破425斤，玉米
平均亩产突1420斤，创历史新高，实现整村
粮食增产182万斤，其中，大豆示范地块最
高单产452.5斤/亩，同比去年增产132.5斤/
亩，得到了地方农户的广泛认可。





建设“双控战略引领区”

实现 投入品统供、农产品统营、
技术服务“一条龙”双控一服务

提高粮食产能，形成规模
效应，避免中间商差价，
最大限度提高种植收益

达到



建设“双控战略引领区”

（一）控前端，降成本

2022年年初，受新冠疫情、俄乌战
争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市场二铵、尿
素、钾肥等主要化肥价格大幅上扬，拉
高了农业生产投入成本。北安区域农服
中心通过北大荒集团规模化集中采购生
产资料，利用“超级团购”的体量优势
提高价格话语权，及市场研判，化肥价
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500元左右。再通
过测土配方施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实现玉米减施化肥19斤/亩，大豆减施化
肥7.5斤/亩，从生产前端降低托管地块
的投入成本。



建设“双控战略引领区”

         今年，北安区域农服中心共
向赵光镇、赵光村、前进村等周
边农村辐射化肥380吨，为地方
农户每亩耕地节省6.9元。大豆
平均亩产突破425斤，增产90斤；
玉米平均亩产突1420斤，增产
209斤，创历史新高，实现整村
粮食增产182万斤，其中，大豆
示范地块最高单产452.5斤/亩，
同比去年增产132.5斤/亩，得到
了农民的口碑相传。



建设“双控战略引领区”

（二）控后端，增效益
         种地能赚多少钱？这是广大农民
最为关心的问题。为了提高地方农民
种植收益，北安区域农服中心不断提
升域外粮食营销服务能力，帮助农民
搭上粮食集团化运营的“顺风车”，
探索提升粮食销售价格渠道。在经与
集团“粮食联盟”洽谈，赵光村19号
地作为土地托管核心示范地块，产品
由九三大豆供应链公司收购，促成了
域外粮食集团化运营“第一单”，成
交价达到2.93元/斤，比市场价高出5分
钱，扣除生产成本，再加上各类补贴，
每亩耕地纯利润超过1100元。

托管地号 农户地号

托管地号 农户地号





建设“农场党员包保责任区”

         在推进“垦地共建”的过程
中，北安区域农服中心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功能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在农服中心的统
筹下，落实“把支部建在链上”
党建要求，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
高质量发展。



建设“农场党员包保责任区”

（一）发挥四个中心作用

     中心协调赵光农场有限公司党委与赵光镇党委，联合组建

了以“党员融合活动中心、农业经理人教育培训中心、乡村文

化振兴中心、党建融合服务中心”为主要平台的党建共建发展

阵地，实现在组织上“融入”、工作上“融合”、服务上“融

通”。目前，通过“四个中心”为农户开展实地观摩培训等活

动15次，各类公益活动12次，办好事、实事32件，培训职工群

众2300余人次。通过党建共建联建，把双方互促互进的政治优

势，更好地转化为服务社会发展、普惠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开启了区域党建一体化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赵光模

式”。



建设“农场党员包保责任区”

（二）建立三级包联模式

    为确保“土地托管”取得实效，中心协调农场

以管理区、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党支部为主体，形成

了党支部包村、党小组包屯、党员包地块的三级包

联模式。各党支部在包片行政村开展政策解读、技

术指导、教育培训等活动，将“北大荒模式”辐射

至地方农村；成立“垦地共建党小组”，针对不同

情况、不同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解决

办法，党小组参与到农业生产、环境治理等具体工

作当中；选派100名优秀党员干部、技术骨干，实施

“零距离”跟踪服务，将垦区的种植技术、管理模

式等先进经验做法，手把手教给地方农民。



建设“农场党员包保责任区”

（三）搭建志愿服务平台

    区域农服中心参与到场镇双方党委共同联建的4支党

员志愿服务队当中，定期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党员技

术帮扶等特色活动，通过活动锤炼坚强意志、练就过硬本

领，同时，再把地方合作社社长、公司规模家庭农场场长

培养成党员，形成“双核运转”“并轨推进”的工作格局。

让党员在土地托管、规模经营、数字农业、技术推广等重

难点工作中攻坚克难、彰显担当。目前，已通过志愿服务

队开展农业技能培训、红色教育培训、文体等活动32场次，

组织疫情防控、无偿献血等志愿服务活动46次，推动垦地

双方共融共通。





建设“垦地生活深度融合区”

        在全国范围来看，农民无法享受城镇生活配套服务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在做好生产服务、

提升农户收入的基础上，北安区域农服中心依托赵光农场有限公司与赵光镇毗邻的地缘优势，由生

产服务向生活服务延展，探索建设“垦地生活深度融合区”，让地方农民享受垦区的供水、供暖、

环境卫生等生活配套保障，促进地方农村逐步实现土地整理“合屯并村”，与地方农户共享发展红

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北安区域农服中心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发扬北大荒精神，

加强垦地合作，增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嘱托，站在促进乡村

振兴、全面服务“三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高度，踔厉不怠，

践行伟大使命，努力建设新时代垦地融合发展的新型示范区！



北安农服区域中心赵光村垦地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得到各方媒体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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