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

题，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提升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生产

经营水平，增强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劳务

等居间服务。

耕地规模小、碎片化经营和小农户长期存在是我省农业发展的基本农情。

加快构建以农民合作与联合为纽带、农业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是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现实需要。本报

今日推出“乡村新天地·聚焦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创新”专栏，关注地方构建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种植水平的创新做法。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周思明 美编：潘晓光 电话：（0591）87095516
2024年4月24日 星期三 3要闻

乡村新天地·聚焦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我家 3 亩多地 4 月中旬就完成了机
械化插秧。今年，我把地托管给‘田保姆’，
从育秧插秧到田管收成，‘田保姆’全程为
我们服务，这样种田真是太省心了！”日
前，刚从工厂下班的赤港华侨农场农户程
立明开心地告诉笔者，“有了‘田保姆’，今

年大家都抢着种自家的稻田了。”
近年来，为破解农村散户种田缺劳

力、缺 机 具 的 难 题 ，莆 田 市 涵 江 区 通 过
试点探索、示范引领，农业企业、农民合
作 社 等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广 泛 参 与 社
会化服务，涌现出了一批服务带动能力

强、经 营 管 理 水 平 高、节 本 增 收 效 益 明
显 的“ 田 保 姆 ”，带 动 农 户 发 展 现 代 农
业，轻轻松松把钱赚。

程立明口中的“田保姆”，就是种粮大
户林全明。他经营的华力农机合作社，为
农户提供耕、种、管、收等春耕“保姆式”一

条龙服务，其中有全托管、半托管和“时
令”托管等多种“套餐”，既可“单点”也可

“包席”，受到农户们的青睐。今年春耕，林
全明就收到赤港华侨农场及周边地区共
1500亩的早稻种植托管订单。

程立明给笔者算了笔账：以前夫妻俩
种田，除去农资、人力等成本，一亩田纯收
益只有 200 多元；现在托管给合作社，一
亩田虽然需要缴纳 800 元左右的服务费，
纯收益却能达到 300 多元。最让他开心的
是，整个过程夫妻俩都不用下田种地，可
以安心在工厂满勤上班，多拿奖金。

据了解，今年春耕期间，涵江区有 86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户乐当“田保
姆”，有的代耕代种、统防统治，靠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有的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和
标准化生产，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莆田市涵江区引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广泛参与社会化服务，
带动广大农户发展现代农业

大户当上“田保姆”
□本报通讯员 朱秀花 林亦霞 蒋丽娟

田野中，水流潺潺、机器轰鸣，农机在
田里驰骋，激起层层水浪；不远处的育秧中
心内，育秧流水线上人头攒动，或忙着调试
设备，或搬运种子秧盘……这是日前记者在
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看到的“粮”辰美景。

“这是‘恒丰优777’，对面那一排是‘株
两优 861’，再过去就是‘丙优 6028’……这
些都是优质的水稻秧苗。我们根据农户的
需求进行订单式育秧，并提供种粮全托管
服务。”在育秧中心，龙岩市吉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经理陈卫红介绍道。

种粮也能全托管？
原来，去年陈卫红依托吉禾生物公

司，整合农机设备、农机手、育秧场所等资
源，牵头成立“供销农场”，向农户提供水稻
生产机耕、田间管理、机收、加工、仓储、销
售等全产业链服务，当年就完成托管面积
7035亩。“‘供销农场’统筹调度机械、人手，
提高了使用效率和收益，而签订托管协议
的农户可以安心‘做老板’。”在陈卫红看
来，“供销农场”模式实现多方共赢，很受认

可，今年力争实现托管面积超过一万亩。
谈及“供销农场”对农村粮食生产的

帮助，军联村村支书李文光深有感触。
该村现有耕地 1823 亩，其中种烟 280

多亩，种植早稻 513 亩。“农民种稻虽然实
现了全程机械化，但规模仍然偏小，大户
不大，生产成本偏高，每亩收益低，利润仅
42元。”李文光介绍，现在，村里通过村党支
部领办土地托管合作社，把土地统一组织
起来，参与“供销农场”全托管给农机合作
社，每亩每季可助农增收230多元。今年，该
村早稻种植面积达556亩，中晚稻已签订托
管合同1100多亩，相比去年大幅提升。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田分散、无规
模、不经济”成为长期制约粮食生产的瓶颈。

为破解这一难题，2021 年，龙岩市供
销合作社牵头，在种粮基础良好的长汀县
河田镇等地试点建立“供销农场”，为加入

“供销农场”的 132户 1260亩土地提供育、
耕、种、管、收、加、销全流程社会化服务，
以保底收益实现零风险集中托管。与自种

粮食相比，这种模式粮食产量可以增加45
公斤/亩季以上，每年收入增加336元/亩以
上，还让农户每年多出4个月空闲时间，可以
通过外出务工等方式增加收入，较好地解决
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土地抛荒等问题。

不仅在上杭备受欢迎，而今，“供销农
场”粮食生产全托管新模式在龙岩已全面
开花。2023 年、2024 年，该模式连续 2年被
写入“省委一号文件”；今年 3 月，省委改
革办公布 2023 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
选活动表扬名单，该模式榜上有名。中国
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在调查此模式基础上
认为，龙岩市以“供销农场”全托管模式大
力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为我国南
方山区探索了一条迈向现代农业之路。

截至 4月 20日，龙岩市“供销农场”托
管土地 3.5 万亩，其中早稻 7100 亩，抛荒
地复种 1600亩；目前，全市 83个村党支部
参与推广“供销农场”全托管，预计各村集
体平均增收 3万~5万元。

眼下，“供销农场”模式还在不断完

善、创新。
例如，新罗区就创新“三三制”分配模

式，即“供销农场”盈利部分农户、合作社、
村集体各三分之一，进一步实现“种粮有
效益、农户有收益、村集体有增收”。

仲春时节，长汀河田万亩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中，沃野平畴、绿浪起伏，空中的无
人机、地上的旋耕机正协力奏响春耕“交
响曲”。“我们通过党支部组织土地开展全
托管，节约农机合作社的市场开拓成本，
集中资源提高种粮产出，真正实现种粮有
效益，各方都得利。”长汀县融万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傅木清介绍。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供销农场’较
好地破解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如何种
好地等问题。下一步，要着力推动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通过多种形式选育全托管服
务主体，进一步提高种粮现代化水平，不
断探索‘供销农场’服务粮食安全的方式
途径，扩大推广覆盖面，造福更多农民。”
龙岩市供销社负责人表示。

龙岩市“供销农场”粮食生产全托管新模式成为全省改革优秀案例

种粮也能全托管
□本报记者 戴敏 通讯员 黄彬梅

18 日，位于永春县生物医药产业园的金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培养室内，技术人员正在查看金线莲幼苗长势。
近年来，永春县不断延伸金线莲产业链，成为全国金线莲林下经济产业的重要聚集地。该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支持智

能温控大棚建设，通过人才引进、科技兴农、财税支持等举措，培育金线莲等传统名贵药材，助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王旺旺 摄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
讯员 林莉莎） 作为福建省最
大贸易伙伴，东盟与福建省贸
易表现十分活跃。据厦门海关
统计，今年一季度，福建省对东
盟进出口 1206 亿元人民币，再
创 同 期 历 史 新 高 ，同 比 增 长
16.9%，高出福建省整体增速 9.2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一季度，福建省
民营企业对东盟进出口 815.7
亿元，同比增长 27.7%，占同期
福 建 省 对 东 盟 贸 易 总 值（下
同）的 67.6%，成绩亮眼。同期，
福 建 省 对 马 来 西 亚 进 出 口
23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对
新加坡进出口 182 亿元，同比
锐增 226.4%。二者合计占福建
省 对 东 盟 贸 易 总 值 的 34.3%，
合计拉动福建省对东盟进出口
增长 18.6个百分点。

在产品类型方面，机电产
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表现
良好。一季度，福建省对东盟出
口机电产品 283.9 亿元，同比增
长 21.9%，占福建省对东盟出口
总值的 35.2%；其中，家用电器
同比增长 192.3%。同期，出口劳
动密集型产品 264.9 亿元，同比
增长34.1%，占32.8%；其中，塑料
制 品 、箱 包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12.2%、107.2%。此外，铜矿砂、纸
浆、水产品等商品进口增长抢眼。
一季度，福建省自东盟分别进口
铜矿砂、纸浆、水产品同比增长
220.8%、68.1%、22.5%，合计拉动
福建省对东盟进口增长4.2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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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陈
旻） 20 日，装满 50 个集装箱共
1300 吨 聚 丙 烯 的“XIN DA
LIAN”轮驶出江阴港 ，不久后
将到达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港。
该国进口商表示：“去年客户试
用后反映很好，指定要用中景
石化 T36F 牌号的 BOPP（双向
拉伸聚丙烯薄膜）专用料，今年
我们进口量将增至 10万吨。”

在位于福清江阴港城经济
区的中景石化科技园仓储物流
中心内，6 辆电动叉 车 来 回 穿
梭，刚运下生产流水线的一袋
袋聚丙烯树脂，带着余温就被
直 接 送 进 集 装 箱 ，面 积 1.7 万
平方米的大仓库满满当当，而
在厂区门外，排队载货的大卡
车超过了 2 公里。

“近期，公司产品主要发往
南美、东南亚，都是新开拓的海
外客户。”中景石化董事局主席
翁声锦告诉记者，“一季度聚丙
烯出口订单突破 15 万吨，是去
年同期的近 4 倍，出口金额近
13 亿元。截至 4 月 20 日，已完成
出口 8.1万吨。”

据悉，中景石化出口的聚
丙 烯 产 品 中 ，95% 为 生 产
BOPP 的 专 用 料 。“ 春 节 后 ，4
条聚丙烯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每 天 安 排 60% 产 能 生 产 4000
吨 BOPP 专 用 料 ，仍 供 不 应
求。出口订单提货装船已排到
6 月底，内销除大部分自用外，
只 能 满 足 老 客 户 ，不 敢 接 新
单。”翁声锦表示。

订单大增的背后，是规模
优 势 和 全 产 业 链 优 势 带 来 的
物美价廉。

作为“世界膜王”，中景石
化拥有 BOPP 生产线 15 条，年
产量达 90 万吨。为突破上游原
材料“卡脖子”问题，企业投巨
资持续向上游延伸产业链，成
为全球唯一构建起从丙烷、丙
烯、聚丙烯到聚丙烯薄膜的最
完整产业链企业。

2022 年底，全球最大的年
产 120 万吨多元共聚聚丙烯装
置 投 产 ，不 仅 年 产 能 增 至 220
万吨，电费成本也降低 20%以
上；依托临港优势，产品出厂后
就近在码头装船发货出海，又
省去了不少长途运输费用。

链条化、集聚化不但降本，还带来提质的优势。“生产的
BOPP 专用料在自己的工厂在线检测，研发团队可根据工厂反
馈迅速调整参数，持续校准，保证产品性能的优质和稳定。”中景
石化总经理朱泽斌介绍，“中景 BOPP 专用料性能优异，不但可
拉出全球最薄的膜，而且拉伸速度快、成品率高。”

据悉，中景石化二期年产 100 万吨丙烷脱氢项目即将正式
投产，随着这一全球最大单套装置的逐步达产，将解决上游丙烯
产能不足问题，大幅提升聚丙烯接单能力，全年出口量有望达到
40万吨，高效集聚的市场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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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组织党员干部把学习《条例》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加深对党的纪律规定的理解把握。要坚持
原原本本学、逐章逐条学、前后对比学，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
然，不断强化遵规守纪的内在主动和行动自觉。要分级分类开展
党纪培训工作，紧密联系身边和现实中的典型案例，让每位党员
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真正使学习党纪的过程成为增强
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努力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上作
先锋、当表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擘画新福建宏伟蓝图 10 周年。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能够
促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形
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同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在学习
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在纪律规
矩上守得住红线、在干事创业上甩得开膀子，使党纪学习教育每
项措施都成为促进中心工作的有效举措。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我们要不断推动党纪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
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把党纪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为新福建建设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福建篇章。

高标准高质量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上接第一版）
深耕多年，福建航电已具备“节拍

式”“批量化”生产的能力。但电动船舶
小而多样，尤其是在示范阶段，每艘船
的“三电”系统设计都是个性化定制的。

“虽然我们是最后‘三电’系统的交付
方，但背后整合的是多方力量，例如宁
德时代提供的电芯、武汉长江设计院提
供的技术规范等。”方锦斌介绍，这对企
业的技术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我们已培养高级技术研发人员 15
名，并与多家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
联合推动设计研发。”

驶入电动船舶新赛道，除了企业自
身努力，政府的助力不可或缺。福安与
中国船级社福州分社签订新能源船舶
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委托中国船
级社实业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为当地
电动船舶提供图审、检验、发证、管理等

“一对一”低成本优质服务。此外，福船

电动船舶研制总装基地、中船 702 所高
性能船艇研究所落户福安，为船企转型
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政策引导 拓展新场景

福宁重工是福安电动船舶发展中
浓墨重彩的一笔，实现了当地电动船舶
零的突破。

如今，在福宁重工，电动船舶应用
场景已拓展至货船和游船。而放眼福
安，电动船舶不仅限于货船和游船。

福安市下白石镇宁海村，满载鱼饲
料的“渔辅 10E001”纯电动船舶正穿梭
在渔排间。

该船由宁德鲲鹏科技有限公司制
造，总长 10.34 米，型宽 3.4 米，载重 12
吨，采用纯电动推进方式。“这是可持证
的渔业辅助船，在满足渔民实际需求
下，通过对船舶实行全面监管，为渔船

安全驾驶保驾护航。”鲲鹏科技副总经
理张京京介绍。

近年来，福安先行先试，创新实施
《福安市开展 12 米以下近港作业新能
源 船 舶 规 范 化 先 行 先 试 工 作 方 案

（2023—2025 年）》。加快实施现有区域
小型近港作业船舶电推化改造，全力构
建“生产能力+市场需求”“场景应用+
基础保障”“规范发展+政策支持”同步
推进的工作格局，推动企业在开发新型
电动船舶产品、对接不同行业市场上迈
出稳健步伐。

“渔辅 10E001”正是该方案实施之
下的产物。“目前，福安已实现将 12米以
下的新能源新材料小型渔业养殖辅助
船舶纳入规范登记检验管理，破解小型
电动船舶持证、上保险等难题，保障海
上养殖绿色化、安全化。”福安市工信局
副局长王文恒说。

从电动货船到电动观光游船，再到

渔业辅助船，福安正推动电动船舶在应
用场景上多点开花。

电动船舶潜力大，但其推广过程也
并非一路坦途。“‘三电’系统价格高，以
12 米以下铝合金电动船舶为例，造价一
般在 55 万元至 60 万元，而同类型非标
柴油动力船舶成本仅需 13万元左右，初
期 投 资 成 本 高 成 为 船 舶 电 动 化 的 梗
阻。”福宁重工总经理吴志峰道出船企
转型的困惑。

抓住痛点，打通难点。福安联合中
融产投、国投公司、富信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等市属国有企业，为电动船舶的生
产、推广、应用、孵化提供全程“定制型”
金融服务；推广“保税+融资租赁”模式，
打造国内第一个“海上打船”线上调度
商业金融平台。

记者在宁海村水域看到，5 艘新能
源船舶正在开展运行试验，通过船型、
载重量、性能比对不断综合优化设计方

案，为降低电动船舶建造成本提供有效
支撑；去年，福安与寿宁文达镁铝公司
在铝镁材料领域深入研制、试验，从材
料上寻求电动船舶降本的新可能。

内联外引 铸强产业链

1 月，宁德未来船艇公司安全节能
环保内河、江海联运及沿海船舶开发制
造项目在福安开工；

2 月，福安委托武汉长江船舶设计
院编制的《福安市电动船舶产业规划》
印发实施；

4 月，专业的电力驱动、船舶轮缘
式推进器制造商——劲龙江海新动力

（深圳）有限公司正准备落户福安的前
期工作；

……
逐梦“新”蓝海。除了引导本土企

业 转 型 升 级 ，福 安 还 注 重“ 内 联 外

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吸 引 优 质 企 业 ，对 产 业 链 关 键 环 节

“填空补强”，让电动船舶产业进一步
扩大集聚效应。

“电动船舶要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必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让新能源装备
的全产业链在福安丰富起来、完整起
来。”王文恒表示，下一步，福安将重点
引进国内轻量化船体材料、船用动力电
池、电池动力推进系统等电动产业创新
型项目，结合优化提升福安本地传统机
电行业技术水平，选择示范试点企业重
点推动纯电池动力技术在中小型近港、
江河区域船舶的应用，全面构建电动船
舶上下游产业链、产品并轨发展态势。

电动船舶产业链日益完善也为福
安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新动能。去年，
福安船舶修造产业规上产值达 13.06 亿
元，同比增长 8.58%，电动船舶贡献了关
键增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