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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柏松

立春时节，大地回暖，农事渐起。2
月 11 日，3 台无人机出现在谢家集区
杨公镇前瓦村， 在一片青绿色的麦田
上空，播撒着肥料。操作手李友青一边
操作着无人机， 一边乐呵呵地告诉记
者：“整村推进‘大托管’后，3200 亩小
麦的追肥，两天内就可完成！ ”

近年来，淮南市围绕解决农村土地
“零碎化”、农业生产“低效化”等问题，
创造性实施以“两委托、两跟进、一托
底”为主的农业“大托管”模式，即农民
将耕地“委托”给村集体、村集体将耕地
集中“委托”给社会化服务组织生产经
营，农业服务公司和农技部门“跟进”技
术服务、银行“跟进”金融贷款服务，保
险公司给予收入保险“托底”，从而让农
业生产变得更简单、更集约、更高效。

发挥“统”的功能
破解抛荒难题

新春伊始， 走进寿县小甸镇杨圩
村，田野里一片片绿色映入眼帘，村党
支部书记张宇正在组织群众清沟沥水。

农村“三变”改革后，杨圩村成立
了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率先在寿县
尝试开展农业“大托管”。 零散农户以
每亩每年 1200 元的价格， 将 4500 亩
土地“委托”给杨圩村村委会，村委会
再将土地“委托”给合作社，统一进行
粮食耕种。

据了解，在“大托管”前，寿县抛荒
的 “冬闲田” 最多时近 120 万亩，100
多万亩“冬闲田”实行单季托管后，去
年小麦平均亩产 460 公斤， 实现稻麦
轮作平均产量创新高。

“由于自然条件和农产品价格波
动等因素，农民种植小麦经常亏损，很
多农民每年仅种一季水稻。 而部分社
会资本盲目进入农业， 大面积流转土
地，有的亏损严重后便弃地‘跑路’。 ”

淮南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李艳景告诉
记者， 这就造成了农民不太相信流转
大户、 一些大户也不愿意服务分散农
户的现象。

为破解这些问题，2019 年， 淮南
市在凤台县杨村镇店集村等 3 个村试
点“大托管”模式。 当年，8000 亩糯稻
当年喜获丰收，平均亩产量增加 15%、
价格提升 25%、亩均效益提高 18%。

按照“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群众自
愿、确保利益”的原则，“大托管”模式
用活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把
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从 “幕后” 推向
“台前”。 这其中， 村集体充分发挥了
“统”的功能。

春节后 ， 大通区孔店乡安塘村
4000 亩土地连片托管全面启动。 安塘
村党支部书记陈亮告诉记者，“大托管”
得到村民的拥护，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
设，春季追肥、统防统治正在依次推进。

2021 年以来，淮南市 8 个县区全
面开展全程托管、单季托管、代耕代种
等不同形式“大托管”，服务耕地面积
达 220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3%。

用好“专”的优势
提供高效服务

春节刚过， 安徽农管家农业服务
公司客服人员陈燕便来到凤台县杨村
镇店集村， 与沿淝糯米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陈宏斌就土地用肥进行对接。 陈
宏斌向记者坦言：“依托 ‘农管家’，从
种子、化肥，到销售渠道，很多事情都
变得简单。 ”

近年来， 淮南市组建安徽农管家
农业服务公司，建立“大托管”服务管理
平台，为供水排涝、施肥用药、产量测
算、受灾定损提供多项功能支持。目前，
“农管家”公司已服务 364 个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60 万亩耕地的粮食生产。

记者从淮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大托管”模式坚持“专业的事交给

专业的人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
了产品质量。 “从通商银行贷款 200 万
元，我们不再为启动资金而发愁，国元
保险给种粮‘量身定制’农业保险，让
我们省去了后顾之忧！ ”在杨公镇前瓦
村， 安徽青源家庭农场负责人信心十
足地说，“大托管”模式，让农业生产服
务主体无本可亏、 让农民有了保底收
入和分红。

自从村里成立社会化服务公司，
小甸镇杨圩村的机械手徐为顺更忙
了。 公司对 12 台旋耕机、12 台收割机
统一调配 ， 以每亩 6 元的价格 ，为
4500 多亩托管土地提供机械化服务。

目前，淮南市“大托管”区域机械化
耕种管收率达 98%以上。而集中统一采
购农资、施肥治虫、灌溉排涝，降低成本
近 20%， 粮食产量和种粮效益大幅提
升。 2021年，淮南市粮食增产 9.6万吨，
增量在全省 16个市中位列第一。

借助全程耕种托管服务， 淮南市
有效解决了外出务工人员 “农忙回家
抢种抢收”的后顾之忧。凤台县杨村镇
店集村 75 岁的农民苏孝田坦言，儿子
媳妇都在外地打工，靠着“大托管”，家
里的 22 亩地不仅没有抛荒，每年还为
他增收 4 万多元。

实现“强”的目标
取得多方共赢

“还是‘大托管’好，俺们村农户托
管给村集体经济组织 3400 多亩耕地，
一年下来，村集体分红 13.6 万元，农户
分红 20.4 万元， 经营主体分红 34 万
元。 ”春节过后，淮南毛集实验区焦岗
湖镇臧巷村盘点去年“大托管”带来的
经济效益，每个人都露出开心的笑容。

“大托管”增强了村级党组织的组
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淮南市委组织
部农组科负责人郑克玉告诉记者，这
一创新模式树立了村“两委”干部在人
民群众中的威信， 进一步密切了党群

干群关系。
“这是第一次通过为农户代缴水

费的形式分红 14 万元，咱们村也从前
两年的软弱涣散村转变为强村。 ”小甸
镇杨圩村党支部书记张宇说，2021 年
通过大托管， 村集体增收 60 万元，全
年村集体收入突破 115 万元。

“通过土地大托管，将田垄整平，
既增加了 100 多亩耕地， 也带动了村
集体经济。 ”杨公镇前瓦村村党支部书
记王军告诉记者。

2021 年上半年，淮南市开展全程
“大托管”模式的 135 个村 22835 户农
民户均增收 2600 元，村集体增加收益
2400 万元。 2021 年 9 月 29 日，国家农
业农村部以正式文件向全国推广淮南
农业生产“大托管”做法。

截至 2021 年底，淮南市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 2.35 亿元， 较 2020 年增长
19.7%，参与“大托管”的服务主体也获
得盈利 3200 万元。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申请的
良种繁育基地已经获批！ ”2 月 10 日，
正在托管田里忙活着的北武村党支部
书记陈洪军， 接到潘集区夹沟镇党委
书记秦玉芳的电话后，喜上眉梢。他告
诉记者， 仅烘干仓储这一项去年便为
村集体增收 13 万元，如今有了良种繁
育基地，再加上育秧工厂、烘干仓储，
规模化种粮的一条龙服务已经具备，
未来发展前景光明。

题图：近日，在毛集实验区焦岗湖
镇穆台村，农机手正在机械化喷药。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李

兆新 摄

备好农资保春耕
■ 本报记者 袁野

2 月 9 日， 记者来到六安市裕安区
江家店镇林寨村， 尽管天上飘着小雨，
但皓红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陈真国依然在忙碌。 该合作社目前拥有
良田 3200 余亩， 去年秋收后， 种植了
1800 亩小麦和 1000 亩油菜，“明天开始
就没有雨了， 我们要抓紧清沟沥水，并
准备施肥。 ”陈真国说。

陈真国告诉记者，合作社一年需要
使用有机肥和尿素 500 余吨，但肥料价
格上涨幅度大 ，2019 年 1800 元一吨 、
2020 年 2000 元一吨，2021 年下半年却
蹿升到 3200 元一吨， 给合作社带来巨
大压力。

“面对农民的困扰，去年下半年，我
们主动与铜陵、六安等地的肥料生产企

业以及当地的农资经销企业协商谈判，
促成了农资生产厂家和经销商让利降
价将肥料直接销售给农业种植大户。 今
年我们准备再次与肥料生产厂家接
洽。 ”裕安区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江治
国说。

“目前我们已经销售了 6 万吨肥料、
12 万斤小麦种和 400 万斤稻种。 ”六安
宝瑞达农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应陆说，
“我们还专门成立了大户技术服务部，签
约服务了霍邱、寿县、金安区、裕安区的
80 余户种植面积 500 亩以上的大户。 ”

据了解，新春伊始，裕安区组织农技
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
导，同时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全
区种子、 肥料批发零售大户进行地毯式
检查，严禁未审先推和“三无”种子流入
该区。

金融“活水”润春苗
■ 本报记者 邹宝元 阮孟玥

春节前夕，在东至县龙泉镇松田村，安
徽省天子包食品公司负责人张步兵有了新
打算：在现有 2300亩地的基础上，进一步
扩大辣椒种植面积。 但令他犯愁的是，手头
一时拿不出充足的资金。

得知情况后， 金融村官龙结主动上
门找到他，并推荐了农村商业银行的“乡
村振兴贷”：“这个产品是为解决新型农
业主体贷款难问题而设计的。 ”1 月 17
日他申请贷款 50 万元，1 月 19 日签订
合同，1 月 20 日款项即到账。 张步兵第
一时间增种辣椒 900 亩， 并新买了 5 台
烘干机，解决辣椒的储存问题。

据了解，去年以来，东至县开展“百
名金融村官进万家”活动，上门服务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该县还在
“红色信 e 贷”平台“上架”10 家金融机
构的 85 种产品，供农民和农村各类经营
主体选择和对接。

2021 年 12 月 29 日，在昭潭镇昭潭
村，随着手机短信“叮”的一声，养殖户徐
丁水为购买鸡苗、鸭苗而申请的 20 万元
贷款到账了。他欣喜道：“现在政策真好，
利用手机就能贷款， 可方便了。 ”2017
年，徐丁水曾申请过助农贷，当时年利率
是 8.14%， 而这次系统自动审批的年利
率降低到 6.8%。

“客户信用状况越好，贷款利率会越
低，贷款额度会越高。 ”据东至农商行昭
潭支行工作人员介绍，“银行系统直接对
接政府政务平台， 根据客户信用状况自
动匹配贷款利率和额度。 ”

“农技拜年”促田管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吕华

2 月 9 日， 滁州市来安县农技推广
中心副主任张勤和该县科协一行 5 人来
到新安镇十里村草莓种植大户储成宝的
六个草莓大棚， 针对 2 月 4 日发现的草
莓灰霉病及虫害问题开展回访。

“按照你之前说的方法，我用速克灵
和乙唑螨腈进行防治， 目前来看效果还
挺好。但前些天大雪，大棚的温度没有及
时保温，草莓花和幼果有点冻害，这该怎
么解决……”储成宝一见到农技人员，总
有问不完的问题。 5 位农技专家共同“会
诊”，一一给出了解决方案。

春节以来， 针对降雪和低温干冻天
气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滁州市各地

组织了 300 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送科学技术、送农业政策、送市
场信息等“农技拜年”活动。到目前，全市
共开展一线技术服务指导 300 多次。

在来安县舜山镇和平村种植大户王
政的 300亩大蒜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
该农户用高效水溶肥替代固体化肥，推广
水肥一体化施肥技术，这一施肥技术可减
少化肥用量 20%以上。在天长市华云百合
专业合作社蔬菜基地，农技专家和国元农
业保险天长支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查看
蔬菜生长情况， 指导种植户开展调墒防
冻、调肥防冻、化冻防冻等技术措施，提出
了加固蔬菜大棚、及时清扫积雪等技术措
施。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及时为有需要的农
户提供现场定损服务， 开启快速理赔通
道，确保农民受灾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科学种植兴产业
■ 本报记者 陈成

2月 11日上午，记者来到安徽禾田春
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蔬菜产业园的育苗
大棚， 看到棚内地块上培育的螺丝椒、西
红柿、西瓜等种苗绽绿吐翠，生机勃勃。

“育苗的关键是就要管控好棚内温
度， 这里白天要控制在 25 摄氏度到 30
摄氏度， 夜晚则要控制在 12 摄氏度到
15 摄氏度。 ”禾田春晓公司工作人员彭
益富告诉记者， 控制温度主要依靠棚内
安装的温度控制器。

禾田春晓公司蔬菜产业园位于安庆
市宜秀区白泽湖乡黄石村， 现有设施蔬
菜大棚 400 多亩。在有机花菜种植大棚，
记者看到每垄田地中间都铺设了一条黑
色管道，管道上小孔密布。 “这条黑色管

道就是喷灌带 ， 水肥通过这些小孔喷
出。 ”彭益富介绍说，“有机花菜根茎粗，
可直接喷水浇灌， 而辣椒等一些根茎细
的蔬菜则需要在土地表面铺一层地膜，
滴灌带放置于地膜下， 喷出的水肥直接
抵达根部，让蔬菜‘喝饱’。 ”

蔬菜瓜果是宜秀区主导产业之一，
全区现有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2600 多亩。
近年来，该区农业部门通过“四送一服”、
“包村联户”等举措， 大力推广设施蔬菜
栽培技术。

2021年，白泽湖乡芭茅村整合村内 18
亩闲置土地种植草莓，如今大获丰收。 在草
莓种植大棚， 记者看到每垄田地上都覆盖
了黑色地膜， 地膜上的草莓长势喜人、饱
满光亮。 大棚负责人王华忠告诉记者，这
一季草莓销售额预计能突破 40万元。

供电服务送田头
■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本报通讯员 王建

2 月 11 日下午，在临泉县单桥镇林
泉生态园林绿化公司， 负责人王帅正和
几个工人围着葡萄园的抽水潜水泵 “干
着急”。“现在开春了，这几十亩的葡萄需
要浇‘返青水’，可这机井的潜水泵就是
不启动！刚才和俺当地供电所联系了，他
们说马上来看看啥原因。 ”王帅正说着，
只见一辆黄色的电力维修车来到地头。

经过供电维修人员快速排查， 发现
是因潜水泵电源接头老化导致的故障，
他们立刻着手进行维修， 很快就将故障
排除。 潜水泵“嗡嗡”转动起来，清澈的
“返青水”汩汩流进葡萄园里。

与此同时， 在位于韦寨镇的安徽省
鼎亨生态农业基地温室大棚里， 基地技

术员彭显正指导工人们进行番茄秧攀绳
上架，看到当地供电所的服务人员又来到
大棚了解用电需求，彭显停下了手中的活
计，唠起了家常：“今年春季，我们十几个
大棚主要种植‘龙牙’青菜，供应上海、南
京等市场。 采用“无土栽培技术”，大棚内
空气温度、湿度都是电器化控制。 多亏你
们这些‘电保姆’，你看，现在的番茄长势
多好，第一茬的番茄春节前都上市了! ”彭
显笑着说对供电所服务人员说。
近几天皖北大幅度降温，临泉县供电

公司目前组织 12 个中心供电所“春耕党
员服务队”服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各
辖区 10 千伏线路设备进行全面的巡视，
对机井通电排灌用电线路设备、 漏电安
全保护器等进行了特巡和隐患消缺。 同
时，加强农村变压器和供电线路的检查，
确保农民春季生产用电无忧。

2021年以来， 淮南市探索农村土地流

转新模式，在 8 个县区全面开展全程托管、

单季托管、 代耕代种等形式的农业 “大托

管”，服务耕地面积达 220 万亩，占耕地总

面积的 43%， 推动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展的有机衔接———

大托管 让种地变得更简单

荩 2月 14 日 ，
黄山谢裕大茶博

园生态茶园内 ，
工人正忙着追

肥、除草和排水。
本 报 记 者

潘成 摄

荩 2 月 12 日，在亳州市谯城
区赵桥乡无人农场， 工作人员正
在操作无人植保机喷施除草剂。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

员 李鹏 摄

茛 近日， 宣城市宣州区五星乡
农综站工作人员到宣城市立久家

庭农场指导育苗。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方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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