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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里，供销社管卖化肥

收粮食；现在还能取钱了！”

早上 8 点多，湖南省长沙

县青山铺镇，天华村村民周碧

纯推开镇供销社的玻璃门，负

责人彭俨姿闻声迎上，不到 5分
钟，便引导老人在智能终端机

上完成身份核验，拿到现金。

“前些年，去最近的银行取

钱，倒两趟公交车，来回折腾大

半个上午；今天，我从家走到供

销社不到 10 分钟！”76 岁的周

碧纯感叹。

2022 年以来，通过上级供

销社和银行部门对接，青山铺

镇供销合作社试点开通小额取

款业务。彭俨姿说，供销社还

提供贷款咨询等金融服务，“群

众有需求，我们一个电话，银行

工作人员就会过来为群众办理

业务”；2024 年底，又新增水费

电费代缴业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销

合作社要‘牢记为农服务根本

宗旨’。基层供销社处在服务

农民生产生活一线，我们主动

与快递、通信、银行、保险等行

业对接，以服务功能叠加推动

基层社服务能力提升。”湖南省

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

会主任周晓理说。

在山东青岛，由供销社编

织的“银发守护网”正悄然覆盖

城乡社区。

上午 9 点多，青岛西海岸

供销集团青鸟颐养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护理员纪清已挎着护理

包走进韩奶奶家。“韩奶奶 98岁
了，前阵子腿部骨折打了石膏，

需要专业护理，家属工作忙抽

不开身，就通过服务热线联系

之后，把老人托付给我们。”她

边说边检查老人的康复情况。

“原先享受助餐服务时，供

销社就专业又贴心；现在把老

人交给他们照顾很踏实。”韩奶

奶家属说。

以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

象，自 2018年起，青岛西海岸供

销集团在标准化助餐服务体系

基础上，创新推出“村委供场

地＋流动配餐车”模式，解决偏

远自然村老人就餐难题。

“以助餐服务为起点，集团

逐渐拓展‘机构＋社区＋居家’

‘医疗＋康复＋养老’双三位一

体医养结合模式。”青鸟颐养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永

杰说，“目前服务当地 700 余个

村庄、14万余名老人，养老服务

网络不断织密。”

【新闻深一度】江苏打造

“便民＋”消费场景，上海加快构

建市、区两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体系……从曾经的“背篓商店”

到如今的“为农服务综合平台”，

各地供销合作社拓展服务功能，

正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让“希望的田野”充满活力
新华社记者 陈俊 周楠 余春生

“前些年，找农机犁田，得四处打听；现

在嘛，手机下单，农机驶来，再无焦虑！”春耕

时节，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高山村种粮大户

王伟满面春风。

他点开手机，“村村旺 农服通”小程序

上，铜梁全区 8 个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500 多

台农机悉数在列，使用情况、位置、服务价格

等信息，一目了然。不到两小时，王伟选定

的两台“物美价廉”旋耕机就到达指定地块，

开始了犁田作业。

地处我国西部的重庆，山地丘陵占比九

成多，耕地细碎，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一度

滞后。一个突出问题是，供需信息不对称。

如何破解？“落实总书记‘打造服务农民

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

重要指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是重点。”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室

副主任林先智说。

2020年牵头组建重庆智慧农业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实施农业社会化服

务补贴……2024年 8月，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

整合全市 160多家农资经销商、300多家农机

专业合作社，提供“网约”农资、农机、农技服

务。“村村旺 农服通”小程序上线 8个月，累计

推动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超过 10万亩。

“不仅活儿干得好，比起自己买农机、自

己找服务，一亩地大概还能省 100 元哩。”牵

头经营 700多亩耕地的王伟笑着说。

近千公里外，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新桥

河镇，村民郭永庚弯腰拨开翠绿的秧苗：“以

前育秧，看天吃饭；现在托管给供销社，心里

踏实得很。”

“赌天气”曾是不少像郭永庚这样农户

的春耕必修课。为解决小农户“单打独斗”

难题，2020 年，新桥河镇供销合作社整合 15
家农业合作社，开展水稻购种育秧等全链条

社会化服务，成了田间“大管家”。

2021年春，郭永庚把家里 2亩土地托管给

镇供销社。“当时就试试看。没想到，托管后，早

稻亩产提高了20公斤。”郭永庚不由得笑了，“今

年把托管面积扩大到4亩，只在家等着收大米。”

当前，这样的服务模式正在三湘大地铺

开。自2023年3月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牵头建

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以来，全省2000余
个基层社逐步联合，构建起覆盖农业全周期的

服务链条。2024年，全省供销系统承担农业社

会化服务试点任务面积 167万亩以上，实现每

亩粮食增产56斤，助力农民每亩增收90余元。

【新闻深一度】河北打造“为农服务中

心＋农业经营主体”模式，促进适度规模经

营；山西发起“农资集采集配联盟”，初步构建

省市县一体化的农资服务网……各地供销社

整合各方力量，专业化、规模化服务能力不断

提升，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增活力添动能。

凌晨 5 点，在山东省邹平

市码头镇田家屯村，无公害韭

菜种植基地里一派忙碌景象，

种植户田春强将韭菜收割、打

包、装箱，邹平市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冷链车队随即发车。早上

7点前，带着晨露的韭菜已摆上

邹平供销超市货架。

“韭菜种得好，也要卖得

好。”田春强说，七八年前，种

植户们常望着滞销的韭菜发

愁，“韭菜等不得人，叶子一老

就成草。也不可能每家都骑着

三轮车，跑俩仨小时去城里自

己卖”。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指出，

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同农民

利益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

能更完备、市场运作更有效的

合作经营组织体系。

在乡镇设立产销对接站，

面向市场端积极联系商超，组

织冷链车队保障新鲜直达……

“商品流通是供销社的老本行，

也是优势所在。落实总书记重

要要求，我们从 2017年起逐步构

建畅通高效的冷链物流网络。”

邹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

书记、理事会主任张传尧说。

“这几年，供销社帮我们卖

韭菜，收菜价比市场高 2％，我

们种着可有劲了！还打算帮我

们提升附加值，从卖韭菜到卖

韭菜产品。”田春强说。

“家人们看过来，武隆苕

皮采用传统工艺制作，Q 弹不

粘牙！”

武陵山深处，重庆市武隆

区羊角街道一处电商直播基地

里，武隆区电商运营服务公司

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本地土特

产。屏幕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下单提示不断弹出。

“以前‘养在深闺人不识’，

现在‘走出大山进万家’。”武隆

区电商运营服务公司董事长杨

廷明说，2015 年，区供销社牵头

成立电商运营服务公司，最初

在线上设特产馆、在线下设直

营点；近几年，抓住直播电商机

遇，发展直播带货。

“借助供销合作社点多面

广的优势，我们在武隆全区布

局 1 个区级云仓、5 个区域物流

服务中心、187个村级物流服务

网点，物流渠道不断织密，让产

品实现‘村村通’‘日日销’。”杨

廷明说，武隆直播带货土特产

年销售额从 2020年的 2000余万

元增至 2024年的 8000余万元。

【新闻深一度】广东加快推

进公共型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

网建设运营，江西推广“互联

网＋第四方物流”供销集配体

系……统筹贯通生产端与消费

端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各地

供销社正助力“土特产”链接

“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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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叠加”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春为岁首，农为行先。

供销合作社，有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是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发挥其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充分用好这支力量”“奋力谱写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供销合作社牢记为农服务宗旨，扎根农业农村，深化综合改革，为“希望的田野”注入源源活力。

“织线成网”畅通农村产销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