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把目光聚集到北纬43度，我们会
看到，合作社不断兴起、日益壮大。1999年4
月，梨树乡夏家村农民张淑香创办了全国第
一家农民合作社。当时的合作社办得风生
水起，有较大的影响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曾经到这个合作社参观考察。之后，李京府
农牧、太平百信、富邦、卢伟农机等一大批农
民合作社相继成立。2008年团中央、农业部
等部委授予富邦农牧合作联社理事长张雨
军“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称号。反映农
民合作社题材的电影《梨树花开》和电视剧

《阳光路上》都诞生在梨树县。
这样的历史，这样的荣誉，这样的土

地，这样的体量，像汹涌的浪潮推动着农民
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了解农业
机械化、规模化经营等情况。他强调，农民
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有
利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民科技文
化素质、提高农业综合经营效益。要积极
扶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专
业合作社模式。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把
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

如果说是黑土地上的“老玉米”，韩凤
香是黑土地上的“蒲公英”，那么，在党的
阳光照耀下，黑土地上，还有满山遍野的
大豆高粱，还有铺天盖地的青纱帐，他们
共同绘就了合作社发展壮大的精彩华章！

四平市委始终把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壮
大放在心上，一直在思想引领，重点扶持。
2013年，中国农大硕士学生伍大力联合10
个先进合作社，共同成立博立峰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截至2015年，联合社发展
合作社59个，通过融资协调贷款，帮助促
进合作社流转土地560公顷，托管土地850
公顷，技术服务面积1000公顷。

2014年10月5日至25日，由市委组
织部和市农经局联合举办的全市“2014年
农民合作社大讲堂”开班，先后分10期，
对来自全市乡镇农经（农业）部门负责合
作社工作的同志，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
财务人员、业务管理人员，部分村干部，共
600人进行了培训。培训提高了合作社负
责人的组织管理，创业经营，风险控制等
能力；提升了合作社，财务公开、民主理
财、规范发展的水平。

2015年在市委引领、梨树组织部的指
导下党员干部又领办创办了一批合作
社。在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
全部建立党组织，村党组织书记领办294
个，成立党支部的合作经济组织335个，
当年全县2708个合作社带动10.8万农民
致富。

2018年9月19日，四平市政府在首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之前，在梨树县举办了
“梨树县首届农民丰收节暨农产品展销
会”，众多勤劳智慧的农民继续在黑土地
上发展合作经济，众多的合作社用“拿得
出手，能到会上展示”的农特产品参与丰

收节，在乡村振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
金光大道上分享丰收的喜悦。

会上刚被评为梨树县“芹菜大王”的
张德安说：“我这个合作社专门生产营销芹
菜，从2008年建社到现在，已经拥有675公
顷耕地，机械化种植芹菜的同时，也为散户
无偿代销，特别受农民朋友的喜欢。”

梨树县乌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于国辉说：“2005年，我们就成立了乌米
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打建社以来，我们始
终围绕乌米种植技术推广、产品深加工、
品牌价值最大化，带动入社农民脱贫。”

“我家是专业种植木耳的，春耳、秋耳
一年两茬，已获得权威机构的认证，特色
包装号还获得了产品专利。”郭家店镇的
农民崔艳俊说。

刘家馆镇春野农民合作社的五谷杂
粮、喇嘛甸镇养蜂大户青年农民贾洪文生
产的蜂蜜产品、孟家岭镇宝成苹果梨合作
社的鸡心果……为展示“梨树模式”的新
成果，展现合作社的新形象，许多特色农
产品与专业合作社前来参展，为广泛开展
农业合作洽谈做好了铺垫。

2020年7月，梨树县启动了“双百行
动”，即“百名硕博进百家合作社”的活
动。将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
的百余名硕博人才派驻到合作社，推行

“一对一”实地探究，为农户输送专业知
识，帮基层传递生产需求。

2021年1月，四平市政府制定了《四
平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三年行
动实施意见》，明确了近3年全市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目标和保障措施。

2021年7月，建立了博硕合作社联合
社，服务合作社100多个，托管土地2000
多公顷，技术服务面积200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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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之花在黑土地绚丽绽放
张赤

阳光普照的大地，人
在大地上幸福的生活，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便奔
涌出人类历史的长河。长
河或奔腾咆哮或潺潺流
水，都在挥洒着人类劳作
幸福的欢歌。欢歌中有一
个动人的旋律，那便是合
作社……

卢伟总是愿意回放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他合作社时的高光时刻。“当时，咱院里这
一排现代化农机具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
总书记鼓励我们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
他一说这事就兴奋，“咱们现在老红火了，
这不，新添的这台智能拖拉机正在地里干
活呢。”

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于
2011年，当时成员只有6户。这位在黑土地
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玉米”，从小就
感受到黑土地“一把土二两油，插根筷子能
发芽”丰润和肥沃；他经历了这些年来，土
地变的板结、变瘦、变馋的全过程；所以他
深知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对农民的重要性，

他靠自己的信誉，靠每年都会在地里尝
试保护性耕作的“新花样”来吸引农民入社。

合作社实施“五统一”服务模式，让社
员有满满的幸福感。统一农资供应、统一
种植管理、统一植保服务、统一农机作业、
统一烘干收储的服务模式，调动了小农户
参与合作经营的积极性，切实增加了农民

收入。入社农户比不入社农户增收20%。
2020年，他的合作社每公顷玉米产量

达到 26000 斤。吉林省组织开展的首批
优秀乡村人才评选中，卢伟被评为“农业
生产经营人才”。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发
展，卢伟合作社的成员已经发展到近 200
户，辐射带动 600 户，经营面积达到 690
公顷，占全村耕地面积的 86%。解放了
农村劳动力，参与合作经营的农民可以
外出专心从事劳务输出，年人均劳务收
入可达2万元以上。

卢伟牢牢把握自己合作社的特长，充
分利用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全面提
高农机装备水平。他每年都会购买一些先
进的大农机，其中，100马力以上的大型农
机具就有20余台套。今年，合作社新添置
了2台智能拖拉机，卢伟打开手机就能调
出作业轨迹，喷洒植保无人机循环作业。
在合作社，已呈现出技术作业耕地连片规
模化、秸秆集行覆盖条耕化、免耕播种大机
化、作业导航智能化的全新景象。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像卢伟这样的
合作社，甚至比他更大的合作社也有。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梨树县
郭家店镇，会看到一朵黑土地上的“蒲公英”，她将“梨树模式”放飞
在大地上，给1500多家农户带来了无限的幸福……

2020年7月22日，是让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韩凤香终生难忘的日子，她作为合作社代表，不仅见到了总书记，
总书记还跟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总书记问，我们农民的日子过得
怎么样？社员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后在干什么？社员为合作社的发
展发挥了什么作用？面对总书记的提问，她底气十足的回答：“农民
的日子很幸福，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后，乡亲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搞
起了种植养殖，有的被合作社聘为农机手……”当时她的心情无比
激动，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绝对是一生中最幸福最激动的时刻。

韩凤香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女儿，肩负着父母和长辈的期望，
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奋斗，虽然做得还算小有成绩，可离开了生
她养她的黑土地，心里始终是空落落的。2008年，她选择回乡创业，
带着几年来积累的资金和经验，立志要干出点名堂。2010年，在家
乡创办了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初期，合作社发展比较
艰难，只有5位社员。她在县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的悉心帮助
指导下，开展集约化、标准化经营，全程机械化作业，并逐步从中间
生产环节向两头延伸，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加入了合作社。
2016年，她参加了吉林省“首期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2017年，吉
林省组织赴法国培训，让她更加认识到黑土地的重要性。她将自己
经营的土地作为“梨树模式”试验田，干给乡亲们看，带着乡亲们
干。实践证明，大旱年间一公顷地打的粮，高出普通农户2000斤，
逐渐”黑”起来的土壤,高于普通农田的产量，让越来越多的乡亲们
认可了“梨树模式”。

“脱贫攻坚”的时候，合作社先后吸收了建档立卡贫困群众17
人就业。为弱劳动力提供打零工机会，使他们在照顾家庭同时，每
年能挣1至3万元。2020年，有15名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受疫情影
响，无法外出，造成家庭收入锐减。合作社第一时间为15人提供就
业岗位，人均增收4.3万元。

在黑土地上成长，在“梨树模式”中兴旺，像“蒲公英”一样绽
放。她的合作社，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已是，以农机作业服务为
主、养殖业为辅多种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拥有成员158户，拥有
大型农机具68台（套），固定资产800多万元，服务带动周边5个村的
1500 多户农民种植粮食作物。2021 年，合作社粮食总产量超过
6500吨，利润150多万元。2022年，合作社经营土地15000亩，其中
流转土地6480亩、代耕代种5850亩、全程托管2370亩。

合作社2018年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021年被评为
吉林省“百强示范社”、吉林省“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合作社理
事长韩凤香，2019年被评为吉林省劳动模范，当选吉林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代表，2022年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合作社之花在黑土地上竞相绽放,芳香四
溢,浸染黑土地，香飘全国。

2017年7月1日，由中国合作经济学
会，四平市人民政府主办，梨树县人民政府
承办的“2017中国农业合作论坛”，在四平
盛装启幕，论坛以“融合绿色发展，创新合
作经济”为主题，围绕绿色产业，现代化农
业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更为农业企业进
一步合作提供了宝贵的交流沟通平台。开
幕式上，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中国农业合作
经济论坛授予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为

“优秀合作社”。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专
家及企业人员500多人参加了大会。

2021年7月13日，由农业农村部农村
合作经济指导司提供指导，四平市政府参
与，梨树县政府承办的“中国农业生产托管
万里行”大型全媒体直播活动精彩开幕。
来自全国的“三农”与金融专家齐聚，共商
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大计，共话农业社会化

服务新格局，共同分享“吉林经验”“梨树模
式”以及全国各典型市县的优秀案例。韩
凤香的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被授予
2021年度吉林省农民合作社“百强示范
社”。本次系列活动央视新闻移动网等多
家直播平台吸引数百万人在线观看。

四平市发动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培养
了一大批重信用、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
的合作社带头人。全市现有农民合作社
7329个，共有家庭农场5403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在黑土地上绚
丽绽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的征程中，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一定能够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一
定能够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
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在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贡献无穷
的智慧和磅礴的力量！

合作社，让黑土地更美好！让中国更
好！让世界美好！

大地在发展变化着，大地上的农民也
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他们创造了很多生存
条件，生产方式，合作社便是人类发展历
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个生产组织和生产经
营形式。

2012年国际合作社年的主题是“合作
社让世界更美好”，据联合国相关数据统
计，全球30亿人口的生计靠合作社，全球8
亿多人参与合作社运动。我们党十分重视
合作社的发展，很早就提出，合作社制度已
逐步成为中国一种日益重要的新的社会经
济制度。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江苏团审议时指出：农村合作
社就是新时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市
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2023
的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要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保障之
下，合作社在神州大地上蓬勃发展。在黑
土地上，四平市委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的
发展。多年来，采取多种举措，强力推动
全市合作社逐步走上健康快速发展轨道。

合作社让世界更美好合作社让世界更美好

太阳把黑土地照亮太阳把黑土地照亮

黑土地上的黑土地上的““老玉米老玉米””

卢伟作为合作社的当家人，以新技术、新服务、新渠道带动众
多农民增收致富。合作社还新成立了食品加工厂和电商网店，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产品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产业链
条。去年，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增产11%，节约成本6%，
合作社全年累计增收150万元。合作社各类农机具从量到质都有
了飞跃，耕、种、防、收各个环节全覆盖。入股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农民逐渐增多，真正实现了土地变股权，农户变“股东”，种地

“零”成本，收益靠分红。
2022年，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和吉林工程学院共同

对合作社的提档升级进行了深入研究，帮助芦苇合作社完成了合
作社管理规范化、农机手管理规范化、玉米机械化种植生产规程
标准化，使卢伟合作社迈上了现代化管理的新征程。

黑土地上的黑土地上的““蒲公英蒲公英””

黑土地上合作社百花齐放黑土地上合作社百花齐放

合作社之花芳香四溢合作社之花芳香四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