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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股份合作，共享发展成果

股份合作是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模式
之一，即龙头企业吸纳农户或村集体以土
地经营权、劳动力以及自有资金等入股，让
农民获得分红收入。

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17个村集体经
济联合社共同出资，成立巴渠郡农业开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茶叶加工
和销售。大进镇历来出产好茶，但由于多
种原因销售不畅。巴渠郡公司吸纳农户以
土地入股，并引入市场机制，将茶园返租给
农户种植和管护，合作社负责收茶，农户付
给合作社固定租金，每年产茶的收益直接
归农户。许多农户成了种茶大户，种茶年
收入在10万元以上。此外，村集体经济组
织按资金入股等享受分红，平均年增收10
万元以上。

不少小规模养猪户养殖能力不强、经
营能力较差，一旦价格波动或受疫病冲击，
损失往往很大。武汉金龙畜禽有限责任公
司探索“人人股份制”等多种股份合作模
式，让养殖户与公司形成收益共享的共同
体，实现增收致富。从2006年开始，公司
组织养殖户开展股份制合作，按照标准化
管理体系共同经营、管理，养殖场的经济效
益明显好转。通过股份合作，实力不足、经
营能力有限的养殖户，以有限的投入带动
更大规模的产业发展，分享了产业发展的
增值收益。

点评：股份合作模式将现代企业股份
制引入特色产业发展，通过入股分红将农
民的要素资产与企业经营发展联为一体，
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实现农户与
企业共赢。一方面，农民借助要素资产入
股企业，实现经营和就业收入；另一方面，
企业将优势资源整合进产业，将要素注入
产业，推动了产业的发展。

村企协同，共促村民增收

近年来，部分龙头企业与贫困村村集
体开展经营合作，注入要素，优化资源配
置，引入市场活力，为贫困村建立产业基
础，实现村企深度联合，带动全体村民分享
农业产业化发展红利，实现脱贫致富，从而
催生出龙头企业与村集体协同发展模式。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白
羽肉鸡全产业链企业，年产肉鸡达5亿羽，
居亚洲第一。近年来，该集团针对不同地
区的经济现状，与村集体协同发展相关产
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千余养殖
户致富奔小康。2018年，在圣农集团支持
下，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村成立了自己的
物流公司，承运圣农集团的饲料用油，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大增，超过了200万元，成为
光泽县村集体经济收入最多的村。2019
年初，圣农集团提供启动资金，引导并支持
光泽县6个村联合组建股份制物流企业，

当年，这6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就达到40
万元。

近年，在精准扶贫和“万企帮万村”等
活动中，许多龙头企业与自己的帮扶村达
成了紧密的协同关系。浏阳河集团直接与
帮扶村村“两委”对接，将“公司+农户”组织
模式提升至“公司+合作社+整村对接”的
联合体形式。在部分村庄，村、企、民三方
共同投入，成立了农业开发公司，共同发展
旱杂粮产业。过去几年，集团在贫困地区
对接了21个行政村，组建了17个专业合作
社，带动500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

河南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有

名的生猪养殖头部企业，2018年，公司创
新设计了“县—乡—村”三级合作社实体化
运营模式，通过赋能合作社，让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嵌入集团产业链条，成为一个有资
产、能抗风险的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在河
南省内乡县，近300家三级合作社参与了
集团粮食购销、工程劳务、后勤劳务等经营
活动并获得收益。

点评：龙头企业和村集体直接对接，村
集体以集体资源、资产参与，带动了小农户
融入现代农业。一方面，农户不必亲自经
营即可分享发展红利，还可以外出务工，获
取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村集体资源、资

产得以开发利用并提升价值，保障了农民
享受集体资源、资产收益的权利。

金融创新，支持高质量发展

金融创新也是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模式
之一，即龙头企业对接金融机构，帮助农户
扩大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
本，从而提高农户高质量发展能力。

2014年，昊王米业集团在宁夏永宁县
投资创建永宁粮食银行。粮食银行为农民
代储原粮，储户凭粮食存折提取粮食，也可
随行就市出售，如粮价出现市场波动，粮食
银行最低按入储粮价结算，存入的粮食还
可计算利息，比如小麦、玉米按每年4%计
息，水稻按每年6%计息。此举让种粮户减
少了市场风险，还节省了建厂房、晒场等开
支。截至目前，粮食银行累计节粮减损
7500吨，使农民亩均增收260元。

2015年，昊王米业牵头组建银川市精
品水稻产业联合体，由企业、农户、合作社等
成员组成。联合体与当地金融机构建立了

“金融粮+动产浮动抵押+贷款”合作模式，
解决成员的资金困难：农民交粮后，联合体
向银行提请付款支付数据，银行支付粮款，
保障粮农及时足额收到粮款。短短几年，联
合体的订单水稻面积就达到了16万亩，服
务农户6000户，带动1500人就业。

近年，吉林德翔牧业有限公司主动联
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28家新
型经营主体，并创新金融支持方式，促进产
业发展，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体地
说，德翔牧业与相关金融机构开展合作，由
德翔牧业提供风险准备金，由金融机构提
供总额2亿元的贷款授信，为联合体内的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最
高达300万元的贷款，用于满足其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联合体
发展。目前，联合体白羽肉鸡年出栏量达
到了5000万只，总产值达30亿元。

点评：在金融创新支持模式下，农户获
得了更加顺畅的产品销售、资金变现和交
易结算方式，规避价格波动对收入造成的
不利影响，同时，农户的信用记录更加健
全、融资渠道更加多元，扩大生产规模、创
新经营模式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能
够得到有效缓解，农户能够以更灵活、更多
样的形式参与现代农业发展。

农技新知新知

大棚用上大棚用上““智慧小喇叭智慧小喇叭””

———龙头企业联农带农典型案例透视—龙头企业联农带农典型案例透视（（下下））

■ 杨长苏

“刘书记这个女娃儿非常能干，她来了
之后，我们村的民间小纠纷都得到了调解，
一些村民权益受损害的问题，也通过法律
手段得到了解决。”在重庆市南川区兴隆镇
永福村，提起村第一书记刘后文，许多村民
都竖起大拇指夸赞。

刘后文在永福村出生长大，经过相关
培训后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后来成为
一名执业律师，并在南川区开了一家律师
事务所——祥永律师事务所。律所曾获重
庆巾帼标兵岗称号。2017年，刘后文被区
委组织部选派到当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
2020年5月，被任命为永福村第一书记。

作为由两个行政村合并的大村，永福村
人口多，社情复杂，民间矛盾和纠纷时有发
生。刘后文刚上任那会儿，一些村民对她并
不太看好，认为一个女娃儿难担重任，但刘后
文用自己的工作实绩让他们改变了看法。

刘后文对农村和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而且从事律师工作和农村基层工作多
年，练就了调处各类纠纷的本领。在村里走
访调研，掌握了相关情况后，刘后文与村“两
委”拿出了工作方案和措施，并着手实施。

村里调解人手不足，刘后文动员祥永

律师事务所多位女律师，分别与永福村各
社结对，为村民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
援助服务，并配合村干部开展法律宣传和
纠纷调处工作。她还登门拜访老党员和退
休村干部，请威望高、有群众工作经验的老
同志“出山”或出谋划策，支持村里的工作。

村里两家农户为耕地的界限互不相
让，扯了多年皮。在老村支书的协助下，刘
后文找出当年分地时的原始记录，为他们
确定了田界，终于消弭了两家的纠纷。另
有两户邻居历来有矛盾，经常为一点小事
吵架。刘后文带领调解组成员，上门调解，
将他们的所有矛盾都摆到桌面一一分析，
逐一化解。最后，这两户人家和好如初，表
示今后再也不吵架了。

“一年多来，我们调解了六起纠纷，村民
之间吵架之类的事很少发生了。”刘后文说，

“我们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大事不出
村。”

除了调处村民的矛盾纠纷，刘后文还
组织党员、干部，发动对接各社的律师走村
入户，或利用院坝会、“村村响”、微信群等
形式和其他平台，向村民宣传、普及法律知
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村民们对相关
法律常识了然于胸，并学会了如何用法律
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几年前，村里28家农户的土地流转给了
一个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但农户一直没有
拿到流转费用，村民意见很大。刘后文组成
专门小组，一家一户了解情况，现在已经将联
合诉讼提交至法院。

坚持以法治村取得
初步成效。一年多来，
永福村完善并严格执行
村规村约，同时大力开
展乡风文明建设，推进
治理红白喜事大操大
办、天价彩礼、低俗婚
闹、随礼攀比等陋习，家
风家训传承蔚然成风。
去年3月份，永福村被南
川区农业农村委确定为

“乡村法治示范基地”。
乡村治理的良好成

效进一步优化了永福村
的发展环境。近年来，
永福村外来投资逐步上
升，先后建成了蓝莓、茶
叶、蔬菜等农作物和果
蔬种植基地，以及小龙
虾、生猪等水产和禽畜
养殖基地，产销两旺，促

进了村民增收致富。2021年，永福村被列
为重庆市“一村一品”示范村。

“希望我们村越来越美、越来越繁荣，
我们会为此加倍努力。”刘后文说。

刘后文刘后文：：一社一律师一社一律师，，打造法治村打造法治村

■ 严红

“家人们，新年好啊！欢迎各位家人
进入我的直播间……”冒着纷飞的大雪，
伴随着熟练的开场白，53岁的王姨开始
了新一天的直播。即使是春节期间，每
天2到3小时的直播也没有间断，王姨骄
傲地表示，目前，整个乡镇只有两个开直
播的博主，她便是其中一个。

我老家在河南省商城县农村。和当
地许多年轻人一样，中学毕业后，王姨曾
外出打工。后来，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留守儿童，结婚生子后，她就再也没
有外出打工，留守家乡当上了勤勤恳恳
的家庭主妇。王姨形容自己过去这大半
辈子，就是“围着老公转，围着孩子转，围
着锅台转”的“三转主妇”。省吃俭用地
培养了三个大学生，如今孩子终于大了，
王姨也年过半百了。

一天都不曾停歇过的王姨，开始天
天琢磨着，如何给自己攒一笔养老钱。
她刷抖音时看到，和自己同龄甚至比她
年龄大一些的农村妇女靠直播、带货挣
到钱，王姨不禁动了心思。

抖音上有很多知识分享型主播。每
天一睁眼，王姨就打开手机，无论是做
饭，还是洗衣、拖地，都一直把这些博主
的课程开着，孜孜不倦地学习。王姨床
头有一个纸箱子，里面有十多个写得满
满的本子，都是她记的学习笔记。王姨
学历不高，普通话也不好。起初，家人看
她没日没夜地学习，既担心她被骗，也担
心她把身体累垮。可是王姨铁了心似
的，认为自己不能错过机会，顶着压力坚
持学习了三个月。经过一个月的准备
后，2021年10月，壮着胆子，王姨终于开
起了直播。

“刚开播时，嘴都张不开，不知道该
讲啥，特别紧张。担心熟人看到了会笑
话自己，不敢抬头看镜头。”王姨说，锻炼
了几次以后，人越来越自信了，直播也越
来越顺了。开播一个半月后，已经有了
几千粉丝，最好的时候，做到了百人直播
间，四五千的浏览量。王姨的目标是，用一年的时间做
到稳定的百人直播间，然后在小黄车卖农村土特产，一
天能挣100多元就可以了。看到王姨在网络上认识了
很多朋友，每天心情愉悦地分享自己的生活，尽管并不
确定她的目标能否实现，但家人们都支持她继续尝
试。他们希望，王姨能拥有阳光充实的生活。王姨说：

“等自己老了，不想成为老公的负担，更不想成为孩子
的负担。如果带着直播架就能挣钱，我心里踏实点。”

从“三转主妇”到直播博主，完成了自我表达和自
我呈现的王姨表示，她会坚持下去，以实现自己的预定
目标。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乡村善治善治

““惠农惠农ee贷贷””送上门送上门

20222022 返乡记返乡记③③

■ 邱海鹰 彭歌

今年开春，四川省华蓥市永兴镇双龙桥村蔬菜种
植大户王春辉为缺钱购买农资而发愁，农行华蓥市支
行“三农服务队”了解到他的情况后，第一时间向他推
荐了“惠农e贷”，并到现场用农行掌上银行完成录入、
申请、审批，整个流程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10万
元贷款的发放。

无独有偶，华蓥市高兴镇的养猪大户贺绍坤今年
扩建了猪圈，但买仔猪的资金出现缺口，500多头架子
猪的饲料也快没有了，贺绍坤非常着急。农行华蓥市
支行“三农服务队”的客户经理从村民微信群得知情
况后，主动与贺绍坤联系，第二天又冒着风雪找到老
贺在深山里的养猪场。用手机录入资料、生产现场拍
照、电子文档签字。3天后，30万元惠农贷款便发放
到了老贺的卡上。

据了解，农行华蓥市支行组织 6 支“三农
服务队”, 对辖内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全走访、全对接，
摸清资金需求，让客户经理加入各个村民微信群，宣
传新推出的信贷产品，了解掌握村民资金需求，做到
支农资金早安排、涉农贷款早发放，支持“菜篮子”“果
盘子”等小宗农产品稳产。

“自从在大棚里安装了‘智慧小喇叭’，我随时都
能在手机上查看大棚里的温湿度，根据精准‘情报’选
择时间来大棚干活。”近日，陕西省吴堡县辛家沟镇李
家河村村民李改生说，现在干活比过去轻松多了。

李改生所说的“智慧小喇叭”，是陕西移动根据农
户生产需求推出的信息服务产品，通过实时监测，实
现信息远端采集和控制，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大棚
的数据信息，实现了高效管理和增产增收。

据介绍，李家河村将继续与陕西移动合作建设
“智慧果园”等项目，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土壤、
病虫灾害监测、灌溉、施肥等自动化控制，有效降低了
人工成本。

（据《科技日报》）刘后文介绍永福村的发展规划。

德翔牧业水稻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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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律师与各村社结对，为村民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配

合村干部开展法律宣传和纠纷调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