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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论坛
这些天，“供销

社”意外走红，成了
网 络 热 词 。 其 实 ，
这大抵是一些人不
了解“供销社”这个

务实却低调的基层商业流通组织。事实上，“供销
社”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它从未离开，更谈不上回
归，只是被舆论场再次关注而已。今时今日，随着
不 断 深 化 的 综 合 改 革 ，供 销 社 的 网 点 建 设 始 终 处
于发展进程中，不仅在助农兴农、抗击疫情中取得
了斐然成绩，未来还将在乡村振兴、深化农村改革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了解供销社、支持供销社、发
展 供 销 社 ，是 构 建 高 水 平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地看，合作社在我国已走过百年。新中国
成立后到 1957 年，供销合作社迅速发展，形成了一
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在相当
长的时期，供销社对农村商品流通、农民生产生活以
及现代农业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历经改革开放
以来的几次机构改革和业务重组，于 2000 年实现全
系统扭亏为盈。党的十八大后，我们更加重视供销
社的改革与发展，促进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属于全国供销社的联合组织，
设立理事会、监事会，正日益发挥出独特的优势和重
要的作用。2021 年，全系统农产品、日用品销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 24.3%和 17.1%，销售总额更创下历史新
高。作用大、效益好，是供销社“走红”的根源之一。

现实地看，供销社正在改革创新中持续激发新
活力。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提出，为实现“农民得实惠、
基层社得发展的双赢”要“逐步办成规范的、以农民
社员为主体的合作社”。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
步提出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试点，要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在这样
的政 策 背 景 下 ，近 年 来 供 销 社 在 多 地 基 层 覆 盖 率
明 显 提 升 。 我 们 更 要 看 到 ，今 天 的 供 销 社 与 计 划
经 济 时 代 的 供 销 社 有 着 根 本 的 区 别 ，没 有 重 复 原
来 的 发 展 模 式 ，而 是 要 在 为 农 服 务 的 主 攻 方 向 上

“浴火新生”。比如基层社已从传统、单一的日用
品、农资经营向构建综合性、规模化、现代化、可持
续 的 为 农 服 务 体 系 转 变 。 这 种 转 变 ，是 在 市 场 经
济条件下的依法改革、合规竞争，是为了更好释放
集体经济的潜能。

群众有需要，供销社发展就有未来；市场有压
力，供销社改革才会有动力。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供
销社的发展都紧紧扣住农村群众的现实需求，从油、
盐、火柴、花布、手电筒等日常生活品，到今天的土
地托管、统防统治、收储加工、配方施肥、电子商务、
农村合作金融等，供销社不断在向更高水平的供需
动态平衡方向迈进。更多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
的问题，是近年来供销社综合改革的特点，从经营创
新、组织创新到服务创新，符合合作制理念和市场经
济取向的新体制、新机制，都正在助力供销社在自我
革命中“再度走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将市场经济的种子根植在社会主义的
土壤里，体现在供销社改革中就是各级出资企业成
为市场主体，采取市场化、现代化的企业运作方式，
公平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牢牢坚持“为农服务”
根本宗旨，扎实推进综合改革，稳妥理顺体制机制，
供销社就一定能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方向、绘就的蓝
图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更好推
动高质量发展。

供销社从未离开
助农兴农成绩斐然

洪乐风

发展乡村旅游，带领农民增收致富。近年来，双辽市双山镇百禄村多措并举，大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建成百禄乐活小镇，吸引周边城区居民前来旅游观光。图为游
客正在体验小镇内娱乐项目。 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莹 通讯
员 张卫国）近日，由市乡村振兴局组
织开展的千村示范创建“擂台赛”圆
满收官。

按照《吉林省“千村比武 示范创
建”擂台赛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我市
高度重视，制定了《千村示范创建“擂
台赛”活动方案》，先由各县（市）区组
织域内 2021 年示范村打擂比拼，分别
推 荐 1-2 个 示 范 村 参 加 市 级“ 擂 台
赛”。再由市乡村振兴局通过线上投
票+线下图片视频展示＋演讲汇报的
评比形式开展市级“擂台赛”，确定市
级“擂主村”。

比赛现场，进入市级“擂台赛”的
创建村同台竞技，围绕党的建设、村
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
等方面，用一组组数据、一张张照片、
一个个案例全面亮出了示范村创建
的精彩“答卷”，体现了各自工作的亮
点和成效，明确了乡村振兴发展思路
和规划，形成了对标找差距、看齐促
提升、争优当示范的良好氛围。

经过精彩角逐，最终 5 个彰显四
平乡村魅力的示范村脱颖而出：梨树

县八里庙村，作为全市先行试点推进
道德银行建设，开展多轮评比兑换，
坚持以德治建设乡风文明美丽乡村；
伊通满族自治县建国村，以特色产业
为轴，整合本村资源，打造建国品牌，
现已逐步形成“六业并举”的产业格
局，实现了年村集体收入 100 万元的
目标；双辽市百禄村，建设百禄乐活
小镇项目，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
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铁东区塔子沟村，开展示范创建＋
红色教育，创办了村级党史馆，以红色
党建引领美丽乡村建设；铁西区东八
大村，依托“丛泉湖”打造了丛泉湖经
济圈，带动了旅游、垂钓等产业发展，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宜居宜业示范村。

据了解，本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
全省乡村建设行动“千村示范”创建
工作方案总体要求，进一步巩固全市
2021 年度“千村示范”创建成果，扎实
推进 2022 年度创建进程，同时，选树
一批先进典型、总结一批经验做法，
加 快 各 项 重 点 任 务 有 效 落 实 ，推 动

“千村示范”创建工作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

树立先进典型
营造创先争优良好氛围
我市千村示范创建“擂台赛”圆满收官

产业之路势在必行。2019 年，孟家
村发展庭院经济，种植“致富叶”苏子
叶，为困难家庭增收；2020 年，村两委
参 与 引 领 ，种 植“ 黄 金 豆 ”土 豆 ，增 加
困难群体收入；2021 年，结合村实际，
种 植“ 经 济 菊 ”，村 组 织 引 领 ，全 村 百
姓参与，以本村为基点，带领两个乡镇
4 个村进行种植万寿菊 300 余亩，百姓
增 收 60 余 万 ；2022 年 ，在 以 往 经 验 基
础上，新建代育苗基地，增加育花苗株
数，以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农户
的 4+模式，引领 4 个乡镇 18 个村集体
1 家企业，种植万寿菊 400 余亩，为百

姓务工增收 5 万余元。
产业之路一举多得。2021年3月，孟

家村第一书记陈春光召集村两委、工作队
和村民代表召开孟家村项目会。会后，陈
春光组织开始项目调研、考察，结合本村
实际制定了孟家村“万寿菊”运行方案，
逐步开始实施。经过两个半月调研，结
合国内“万寿菊”养殖的趋势、市场行
情、种植技术等，制定出一套孟家村种
植体系。对于种植万寿菊的优势，陈春
光介绍，通过种植万寿菊解决了村集体
支出方面困难；道路两侧、废弃地和原
垃圾堆放处种植万寿菊，可以做到乡村

美化，为下步实现美丽乡村打下坚实基
础；可以解决村内劳动力务工问题，让
普通农户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脱贫户
房前屋后种植万寿菊可以助力庭院经
济，增加脱贫户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项目收益结余资金可以用于脱贫户
分红或帮助脱贫群众修缮房屋。

产业之路得到认可。孟家村种植
的万寿菊从打花骨朵开始，陈春光就经
常接到村里百姓打来的电话。楚岗子
屯许大娘打电话问：“小陈书记，花打
骨朵了，是不是又该干活了。”“是的，
大娘，7 月中旬开始摘第一批花，一直

摘到你们收地前，不耽误自己家干活，
到时候你到村上报名。”西孟屯祝大娘
打来电话：“小陈书记，村种植的花要
开了，到时候过来给大娘照相啊。”“大
娘 ，到 时 候 我 一 定 去 。”楚 大 娘 来 电 ：

“小陈书记，大娘身体不咋好，种花的
时候干不了活，这摘花我能干，我也想
挣点钱。”“大娘，只要您有能力干，我
一定提供平台，到时候按斤收，多干多
得。”陈春光对每一个打来电话的村民
都耐心回答，他常说：“要用真心进行
帮扶，要用真情给予温暖，我的工作就
是服务群众。”

精心谋划产业项目 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孟家村带领村民致富记事

全媒体记者 孙莹 本报通讯员 张卫国

“这几头牛都是西门塔尔牛，现在有500多斤
重，刚放在我们寄养舍里不久，大概得再养 5 个
月，长到一千五六百斤就能交易了。”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宾县九安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於雪松带领记者来到了九安牲畜交易中心，寄养
舍里的几头牛犊看到有人来了，把头伸出栏外，

“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
九安牲畜交易中心是黑龙江省规模较大的

肉牛交易集散中心。虽然不是开集日，但仍有肉
牛交易正在进行。一辆辆外地牌照的卡车正准
备将牛运往山东、四川、安徽等地。

“我们共有交易栏24栋，最多可容纳12000头
牛进行交易，目前最高单日交易量已经突破5300
头。”於雪松说，我们这里的肉牛交易在线上线下
同步进行。很多客户在来交易前，就在短视频平
台上发布信息，提前预约需求数量，让交易更加
高效便捷。

肉牛养殖在宾县历史悠久，“骑着黄牛奔小
康”的说法曾在当地广为流传。然而在十多年
前，全县几乎没有规模化养殖场，养殖户多以粗
放式饲养为主，养殖方式相对落后。近年来，通
过积极引进技术与投资，推进“种、养、加、销、饲”
一体化进程。

在宾县常安镇，九安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旗下的肉牛养殖基地与别处大不相同。这里不
仅养牛，还有1万亩玉米种植基地和有机肥沤制
区。每当玉米成熟收割后，田里的秸秆可制成优

质牛饲料，牛粪又能通过沤制生产有机肥返还田
地肥力，解决了秸秆回收和牲畜粪便污染两大难
题。“肉牛饲养＋玉米种植＋有机肥生产”串起了
一条循环产业链，正在有效带动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双提升。

肉牛养殖、加工与销售的贯通，离不开上游
良种繁育的支持。在位于宾县永和乡的肉牛育
种基地，采精工人们一大早已开始忙碌。他们熟
练地为种牛戴上眼罩，轻声安抚，准备将今天的
第一支“良种密码”送入育种基地实验室内。

今年 8 月开始运营的育种基地占地面积
58000平方米，共有种公牛56头。哈尔滨希曼畜
牧生物育种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忠华拿着几剂
冻精细管向记者介绍说：“我们主要供给优质冻
精产品，从配饲料、采精、精液处理到降温保存、
包装运输，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大意。”

优良基因是肉牛产业的核心密码。杨忠华
告诉记者，全国肉牛养殖业普遍采用种牛冻精进
行繁育，市场上对良种牛冻精的需求越来越旺
盛。“以0.25毫升规格的细管计算，全国每年冻精
需求量在6000至7000万剂。全面投产以后，我们
每年能产出冻精约400万剂，每剂最高可卖到50
元，既可供给本地养殖户，也可销售给全国各地
配种员与下游企业。”杨忠华说。

肉牛产业不仅在宾县龙头企业生根，也在养
殖户的牛舍里不断延伸。正晌午，家住宾县宾西
镇瑞丰村的张旭灼刚刚走出牛舍。在他身后，几

头健壮的公牛正在悠闲踱步，懒洋洋地晒着“日
光浴”。

“咱家的牛吃的都是没有激素的饲料，活动
空间广阔、日照充足，肉质特别好，最好的牛排一
公斤能卖到360元呢！”张旭灼告诉记者。

张旭灼想要做“生态安全的牛肉”的想法在
2020 年付诸实施。在前期通过国家肉牛产业领
域专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张旭灼在这一年投入
120 多万元建立肉牛加工分割车间和冷库，并牵
头成立宾县宾西草甸子黄牛饲养合作社，通过

“公司＋合作社＋养殖户”的合作经营模式推广
规范化生态养殖。养殖户只需交饲料费“带牛入
社”，饲料配方、饲喂方法、粪污处理等技术服务
由合作社统一提供，肉牛出栏后再由合作社整牛
收购、统一销售。“合作社今年平均一头整牛收购
价格比市价高出近1500元，保证社员每头牛利润
增加约50％。”张旭灼说。

如今，张旭灼所在的瑞丰村已有103户加入
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养殖户年收入达 3 万余
元。“未来合作社计划通过社群营销打响当地牛
肉品牌，让生态养殖成果惠及更多消费者与养殖
户。”张旭灼说。

肉牛产业串起了宾县企业与农户，打造出一
条乡村振兴的金色链条。记者从宾县农业农村
局了解到，2022 年前三季度，全县肉牛存栏 16.2
万头，出栏10.6万头，肉牛规模化养殖场15家，散
养户在1.3万户以上。

黑龙江省宾县肉牛产业发展观察
新华社记者 陈聪 杨轩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孟家村按照上级指示要求，结合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在保证不破坏农村原貌的前提下因地
制宜，携手小孤山镇东大有村、路家村和春旭家庭农场，引进“万寿菊”项目，打造花带长廊，提供种植、养
殖、采摘收购全程服务，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