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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非

当天，宿漕村一组村民姚玉香和老伴一
大早就来到自家的田地里。“家里的水稻刚收
割完，现在准备把田地托管给联合社，过一阵
子，我们就要当‘甩手掌柜’了。”50多岁的姚
玉香告诉记者，她和老伴平时既要照顾孙女，
还要做点小生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种地。

“将田地托管给联合社，一亩良田和一亩山地
分别有800斤谷子和500斤玉米的托管收益，
算起来，比较合适。”姚玉香说。

与姚玉香不同，67岁的村民袁淑芳至今
还有些犹豫，“一亩良田托管给联合社虽然有
800斤谷子的收益，但自己种却能产生1200
斤谷子的收益，自己家里4口人，800斤谷子
够不上一年的口粮。”袁淑芳说，如果将土地
托管给合作社，她和老伴就没事干了，年纪大
了又不可能在外面打工，在农村种点地，至少
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

在宿漕村走一圈，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
袁淑芳一个人有这样的担忧。那么，村民如
果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怎样解决村上剩下
的劳动力，又怎样带动农户实现增收呢？

“土地托管给联合社，农户除了得到基本
的托管收益，农作物收获后，还可以进行‘二
次分红’。”袁均伟介绍，农民有很深的土地情
结，依恋土地，而土地托管给联合社后，剩下
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仍可以到联合社务工，
这样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目前，该村联合社托管土地500多亩、山
地800多亩，到联合社务工的劳动力，女的工
钱是60元/天，男的工钱是80元/天。“以1亩
地收获1200斤谷子计算，拿到市场上去卖也
才1400多元，除去种植成本和人工费，剩不
了几个钱。把土地托管给联合社，还可以到
联合社务工，比种地划算得多。”村民游学清
对联合社采取的“托管收益+二次分红”的方
式表示认同。

宿漕村在现代农业产业之路上大
胆尝试，成立夹江县农耕园农副产品
产销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欲求实现合
作社之间资本、劳务、技术、品牌和营
销的联合，实现规模化经营和效益最
大化。这是一次新的、有益的实践，但
在联合社发展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
针对联合社的需求,提供保姆式、个性
化服务，帮助联合社解决外部发展环
境、拓展农村市场、延伸产业链条等问
题，既要把联合社“扶上马”,还要在其
发展的道路上“送一程”。

●采访手记●

宿漕村

合作社合作社““抱团抱团””谋发展谋发展

2013年以前，宿漕村还是名副其实的
“后进村”，该村虽然有较好的地理优势资
源，却没有突出的农业产业作为支撑，农
民群众主要增收渠道还是以外出务工为
主。为改变宿漕经济落后、农业滞后的现
状，经村组干部、村民代表开会一致通过
结合本地资源，发挥特色优势，整合发展
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联动发展休闲旅
游业，走保护生态、开发休闲旅游，产销一
体化发展道路。

2014年8月，在夹江县供销社的指导
下，由袁均伟牵头的夹江县农耕园农副产
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该联合社
由夹江县果缘果木产销专业合作社、夹江
县蔬辛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夹江县品园
茶叶产销专业合作社和夹江县康态中药
材产销专业合作社4家专业合作社组成，
注册资金 1460 万元（包括土地入股资
金），经营面积1300亩，联系社员343户，
带动本村和周边农民1700余人“抱团”发
展，走合作经济发展的路子。

既然在同一个村上分别成立了4家合
作社，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联合社
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袁均伟说：“主要是
因为一些专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存在生产
规模不大、生产范围有限、抗风险能力较
差等问题。成立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资
金、人才、技术、服务、营销等方面进一步
整合，形成了优势互补、互帮互助的机制，
有效解决了单一专业合作社干不了、干不
好或干了不划算的问题，提高了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

夹江县供销社主任许农新表示，宿漕
村采取“村‘两委’+联合社+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不仅解决了单个合作社
规模小、实力弱等问题，还能发挥基层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对其他地区起到示范引
领作用。许农新说：“成立联合社之前，宿
漕村土地撂荒率达到45%，成立联合社这
个新的农业联合体后，很好地解决了谁来
种地、地怎么种、怎样种好地的问题。为了
规范联合社发展，防止联合社出现大而
空、全而弱等问题，夹江县供销社除了要
为联合社的产品寻找销路，还会对联合社
的发展提供指导。”

那么，联合社与合作社的经营模式有
何不同?

“跟合作社产前、产中、产后统一管理
最大的不同就是——联合社实行统分结
合的经营模式。”袁均伟介绍，联合社主要
负责产前、产后服务，各成员社则负责具
体的生产环节。生产前，由联合社统一租
赁土地、承接订单、物资供应；生产中，统
一提供机械、代贮代销等服务；各成员社
所产农产品由联合社按订单收购，“统一
品牌、统一编码、统一标准”包装后再统一
销售。

“其次，还可以使产业之间横向联动
发展。”袁均伟说，根据规划，宿漕村一、
二、三、四组种植花卉、水果，打造观光农
业；五、六、七组打造核桃和茶园基地；八、
九、十、十一、十二组种植黄花和中药材。
通过联合社，实现各成员社农业产业之间
的联动发展，最终将宿漕村建成业兴、家
富、村美、人和的新型农村。

9月7日，星期一，夹江县漹城镇宿漕
村村组干部准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村上
产业发展推进情况。按照宿漕村“两委”
的规定，每周星期一是所有村组干部集中
办公的日子。这一天，他们会将村上产业
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梳理出来，然后共同商
讨解决方案。

会毕，记者见到了宿漕村党支部书记
袁均伟。“目前，合作社和联合社处于刚投

产阶段，再过3年，你到村里来，看到的将
是另一番景象。”袁均伟告诉记者，在担任
宿漕村党支部书记之前，他是某企业的高
层管理人员，后来怀揣着带领乡亲们共同
致富的愿景回到家乡。“现如今过得很充
实，尽管有时会觉得累，但很带劲。”袁均
伟说，自从村上成立夹江县农耕园农副产
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来，他就成了

“大忙人”。

■本报记者 周友燕 文/图

托管收益+二次分红
村民增收有门路

成立联合社
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本报讯（记者 周友燕）昨（9）日，记者从市
中区农业局获悉，该区以强化“五个着力”为
抓手，强力推进农产品质量无缝监管，有力地
保障了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着力实施源头监管。该区相关部门与全
区规模化种（养）殖场、生猪屠宰企业等经营单
位、农贸市场负责人签订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承
诺书，提高了商家和业主安全生产的责任意
识。同时不定期抽检，对辖区内农产品生产企
业的生产记录档案、农业投入品进出库台账进
行检查，有效防止了各类违禁投入品进入生产
源头。

着力实施残留检测。该区以农药、兽药残
留检测为重点，对全区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农
贸市场、超市及街边门店进行不定期样品抽样

检测，严格对农残超标的生产者或企业进行查
处和追溯，做到查处一起、打击一起、警示一片。

着力实施市场整治。明确了农产品生产
重点乡镇、村、组必须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协
管员和信息员，加强农产品监管队伍建设，形
成“区—乡—村—组”四级农产品质量监管网。

着力实施质量追溯。按照源头控生产、
加工控质量、批发控流向、零售控准入原则，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在生产环
节建立产地档案，加工环节实施包装标识，销
售环节建立购销台账，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可追溯管理运行机制。

着力实施宣传培训。该区加强了标准化
生产技术培训，着力推广现代化种植、养殖技
术，累计培训农民3.5万人次。

市中区
“五个着力”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讯（记者 郑旭）记者昨（9）日从马边彝族自治县
林业局获悉，目前，该县正在有序开展秋季林业鼠害专项
防治工作。通过群众走访、科技咨询后，该县确定了“鼠箱
防治为主，营林措施和人工捕捉防治为辅”的无公害综合
防治措施，将林业鼠害控制在不成灾范围内，确保森林资
源安全及林业生产健康发展。

林业鼠害是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具有活动范围广、繁
殖能力强，破坏性大，防治难度高的特点，为巩固退耕还林
工程和天保工程等林业生态建设成果，该县林业主管部门
高度重视林业鼠害防治工作，将其列入林业工作重点，年
初成立了林业鼠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林业鼠害
防治实施方案》。

该县通过组织森防技术人员和各乡镇林业员多次深
入林区开展林业鼠害发生情况调查，为鼠害防治工作提供
翔实数据。根据越冬代调查、越冬代复查、春季调查，结合
各监测点日常监测数据，2015年该县林业鼠害发生面积
3400公顷，发生面积和程度较往年有所上升。为此，该县
积极组织森防技术人员深入林业鼠害发生林区开展林业
鼠害防治现场培训，调动群众参与防治的积极性，营造“群
防群治”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共开展培训3次，培训人
数累计达12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

新学期伊始，为保证学生上下学安全，各
地都在开展校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无
牌、无证、无资质的“黑校车”。笔者这几日在
农村采访时发现，部分农村学校的学生仍然乘
坐农用车、三轮车等安全无保障的“黑校车”上
下学。对此，家长们表示也很无奈，学校没有
配备校车、孩子上学路途较远、家里无人接送、
专车费用太高……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黑校
车”。

校车安全，关系着孩子的生命安全。2012
年 4 月，《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颁布施行，条例
对车辆、驾驶员和行车路线都进行了规范。从
近年来发生的校车安全事故来看，绝大多数事
故发生在乡村学校，农村孩子的上下学安全应
该格外引起重视。

农村校车之所以存在较大安全问题，原因
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
基础设施较差，道路交通状况不佳，加大了校
车的行车困难。另外，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
弱，教育投入较少，一些乡村学校无力购买校
车，只能用微型面包车等车辆代替校车。同
时，学生家长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一方面安
全意识薄弱，选择了“黑校车”作为孩子上下学
的交通工具。

要解决农村校车安全问题，首先要严格落
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加大巡查
力度，对农村校车和租赁的用于接送学生上下
学的车辆及驾驶人、行驶时间、行驶路线等情
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凡检查中发现有安全隐
患的立即整改，做到对校车安全问题“零容
忍”。其次，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想
方设法筹措教育资金，确保农村孩子也能享受
到安全有保障的教育，不仅能有学上，而且还
能安全地上学、上好学。第三，要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学生和家长自觉抵制乘坐“黑校车”。
同时，要重视校车驾驶员的驾驶技术与应急能
力考核，严格监管校车使用，避免校车因车况
差、超载成为“马路杀手”，真正为农村孩子上
下学系紧“安全带”。

为农村孩子上下学
系紧“安全带”

社员正在草莓基地搭建钢架大棚

市中区杨湾乡村民陶福英2010年开始发展半成鸡培育，每年买回2.5万只出
壳鸡苗，保温培育成半成鸡卖给周边农户喂养。今年上半年，她已培育出售1.5万
只半成鸡，产值30多万元。图为陶福英在给鸡喂料。 吕申明 李正庸 摄影报道

瓜类种子种皮一般较硬，不易发芽，播种前需
对种子进行科学的催芽处理，促使其发芽快而齐，
提高种子发芽率。

1、黄瓜：黄瓜在播前应对种子消毒，以50℃恒
温水浸种15分钟，并不断搅拌，然后用常温水加新
高脂膜浸种 2—5 小时，捞起沥干后，放于 25—
28℃处催芽，经1.5—2天，胚根初露即可播种，播
种前用新高脂膜喷施种子表面。

2、西瓜：播前应晒种1—2天，用55℃热水浸
种10—15分钟，并不断搅拌，再用冷水加新高脂膜
浸种4—6小时，然后放于20—30℃处催芽，每天
中午用温水洗种1次。4—5天露白即可播种，播
种前用新高脂膜喷施种子表面。

3、南瓜：播前将种子晒1—2天，用50—60℃
热水浸种5—10分钟，不断搅拌，后在25—30℃的
水中加新高脂膜浸种6小时，捞出沥干，在20—
30℃下催芽，并注意保持良好通气。2—3天即可
发芽，播种前用新高脂膜喷施种子表面。

4、苦瓜：苦瓜种皮坚硬，播前用湿砂搓去种皮
蜡质（不要搓破种壳），放入50—60℃热水中浸种
10分钟，不断搅拌，随后用常温水加新高脂膜中继
续浸 1—2天，使其吸水膨胀。浸种后置于 30—
33℃下催芽，播种前用新高脂膜喷施种子表面。

瓜类种子催芽技术

1、光照及时：部分夏季开花的喜光木本花卉，
如茉莉、扶桑、九里香等，仍应放在阳光充足的地
方，使植株充分接受光照，促进当年生枝条成熟，
使其能安全越冬。春节前后开花的杜鹃、君子兰、
仙客来、一品红、蟹爪兰等盆花，也应放于阳光充
足的地方，接受全日照，否则花期推迟，甚至不开
花。一般观叶植物较耐荫，可适当提供一些光照。

2、入室及时：可根据花卉不同品种分别处
理。扶桑、一品红、秋海棠、仙客来、茉莉、彩叶草、
龟背竹等喜暖花木，在气温10℃时应移入室内；吊
兰、文竹、一叶兰、鹅掌柴、橡皮树等，在气温5℃时
也要移入室内。

3、水肥及时：适时开始控制花卉浇水量，停止
施肥，以免水多烂根，肥多造成枝叶徒长，影响越
冬。春节前后开花的花卉，如仙客来、君子兰、蟹
爪兰、杜鹃等，已度过了休眠期，开始进入生长旺
季，故从秋季到春节开花应加强肥水管理，可适当
增施磷、钾肥，以利于花芽形成。

4、修剪及时：除早春开花的花卉外，大部分花
卉如紫薇，石榴等，可在秋季修剪整形，这样可使
植株在冬季减少养料消耗，促使盆花翌年开花增
多。修剪时去除病枝、枯枝、过密枝，徒长枝，为盆
花越冬打下良好基础。

5、繁育及时：秋天气温逐渐变低，一些两年生
的花卉，如石竹、瓜叶菊、蜀葵等，正是播种的好时
机。还有一些木本花卉适宜在秋季扦插，如月季、茉
莉等，在秋季扦插成活率较高。对生长较密需要分
株的宿根花卉，如牡丹、芍药等应及时分株繁殖。对
于春节前后开花的花卉，如郁金香等，应抓紧时间
上盆。 （以上由本报记者 邓秀英 综合）

秋季花卉巧养护

马边
开展秋季林业鼠害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