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花开之际，在达拉特旗启动“双决双扶”百村千社大宣讲行动中，树林

召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乔有世，因一堂网络直播课走红，成为“网红镇长”。他以

“农业‘合作化’的思路与方法”为主题，解读了共赢土地合作在当今农村的现实

价值和指导意义，他的直播课引起强烈反响，更得到了国家级三农问题专家李

昌平的点赞，李昌平称之为“这是一堂引领新时代三农发展的直播课”。

共赢合作，点亮新农村发展之路

在全国上下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刻，树林召镇的共赢土

地合作思路无疑成为了对农牧民开展的一次全覆盖、全方位的“志智双扶”思想

教育，成立共赢合作社的思路和方法的宣讲课是动员树林召镇全镇领导、包村

干部、第一书记、工作队员，上下都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凝聚力量、响应国家

政策，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吹起了号角。

“直播当晚共有 3147 人次观看，回放 1000 多人次观看，相当于 80 多场田

间地头宣讲，得到了许多乡镇干部、涉农企业负责人、农牧民合作社负责人和农

牧民的关注与热议。”树林召镇党委宣传委员白美玲介绍说。“乡亲们，咱们树

林召镇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共赢”？而不是托管或流转？共赢土地合作社的“集中

经营”和过去的“大集体”是不是一样了？这个合作社，到底咱们农民能不能

“赢”？”乔有世镇长以《树林召镇“合作化”的思路与方法》为题的网络直播课，围

绕为什么要开展“合作化”、树林召镇“合作化”的思路和方法、实施“合作化”的

几个具体要求等问题，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讲解。在众多问题中，核心是要推动土

地合作化经营。

宣讲中指出：合作化是当前农村农业的根本出路。一是传统的种植方式收

入已经出现触顶现象，二是我们树林召镇认真实践的成果。树林召镇 2018 年开

始率先探索土地合作经营，组织了 4 个合作共 500 多亩进行合作化经营，通过保

底分红的模式，鼓励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合作社，由合作社几名成员种植了大

田玉米。因是第一次尝试，为提高农户的积极性，合作社给农户承诺的土地保底

收益和分红金额较高，社员最高每亩分到了 548 元钱。保底分红 100 元。农户在

什么都不用管的情况下，每亩土地保底收益 500 元，而且每亩土地最少可获取纯

利 600 元。打工最高收入 9000 多元钱。

自己啥都不用干、不用管，每亩土地就能分到 600 元，合作社真的能兑现承

诺吗？虽然已经用土地入股合作社了，可农户们心里并不托底，甚至有些担忧。

大家心里非常清楚，过去一家几口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每亩大田玉米纯收入仅

400 元左右。农户的担忧是多余的。等到秋天收获售卖，除去合作社经营开支和

利润后，入股农户的每亩土地在获得 600 元固定收益的基础上，还进行了第二次

分红，其中最多的分红 48 元、最少的分红 20 元。如此一来，农户不用辛勤耕作，

每亩土地上便可获得 620 元—648 元的纯利，比传统经营模式下多出 200 元左

右。除此之外，许多农户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或外出打工，或从事第三产业，增收

渠道越来越宽，整体收入越来越多。

首次探索便取得喜人成效，更加坚定了树林召镇党委、政府推进土地合作

化经营的信心和决心。2019 年，树林召镇的土地共赢合作社从最初的 4 个增至

51 个，翻了近 13 倍；合作化经营的土地从 500 亩增至 33813 亩，翻了近 68 倍，

全镇多个村的土地几乎全部实现了合作化经营；经营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推出

了土地托管、入股分红、代耕代种、订单包销等多种合作化经营新路径。待到金

秋十月，再次带来惊喜。合作化经营的土地收入比 2018 年更高，亩纯收入最低的

860 元，比传统经营模式下翻了约 2.15 倍；最高的可达 1010 元，比传统经营模式

下翻了约 2.75 倍。“农户什么都不用干，秋天就能获得那么多收入，而且全部是

现钱，土地合作化经营非常好，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树林召镇会坚定地

走下去，让更多的农户受益。”乔有世说。

共赢合作，实现农牧业效益最大化

成立共赢土地合作社，解决了土地如何集中，集中起来谁种，以及农产品怎

么销售等问题；突破了家庭分散经营规模小、经济日益低下、村集体经济薄弱的

瓶颈，探索出了土地流转保底、折股量化分红、农户企业共建共享，共赢发展的

路子。

共赢就是从互助合作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就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

接。任何一种农业的发展模式，解决不好双赢、共赢的问题，都是不可持续的。

树林召镇林原村一片百十亩的土地上，已经出现了耕种的繁忙景象。镇干

部介绍说，这是一个种植芹菜的合作社，统一购进化肥、农药、地膜、棚膜等生产

资料，成本低，集中采购后低成本供应给种植户，并且有专业的技术服务保障。

在实现了土地集中之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种植可以开展大型农机具的实施作

业，并且农资方面也可以实现统购统销服务。

这些业务的核心目的就是省钱，化肥省了 20%，合作社和农户一人一半，或

合作社 5%，农民 15%，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其他服务，进而实现利润更大化。

南伙房村 33 户村民用 142 ﹢亩土地入股合作社，采用“保底 分红”的方式

集中经营，每亩土地保底 400 元。合作从入股的 33 户村民中，选择 5 户懂技术、

善经营、威望高的村民进行集中种植。年底除掉保底价，以及种子，化肥等一切

开支，10%的利润归 5 户经营者所有，10%的利润留作合作社运营经费，剩余 80%

的利润由 33 户村民分红。

引进龙头企业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种植的另一种形式，但不是主

题，只是一部分土地。达拉特旗鲜农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项目选址在树林召镇

林原村，是乡村振兴重点项目。项目规划占地面积为 1 万亩，2019 年开始实施

2200 亩，预计投资 2.3 亿元，配套办公区 500 平方米，蔬菜分拣包装配送车间

1000 平方米。项目建设的温室为厚墙体大跨度土钢结构，在行业内具有领先水

平。农业产业园项目按照高端的蔬菜生产、加工、配送标准设计建设，通过“土地

流转、企业承建、农民承租”的运营模式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共赢合作中，其中村级合作社可成立内置金融，树林召镇林原村率先在全

旗成立了首批以内置金融为核心的专业合作社，打开了实现村民增收的新渠

道。“内置金融”在树林召镇 6个村运行一年多，该模式让村民变股民，让资源变

资产。

“王金利，592 元。乔二军，1184 元。黄三扣，296 元……”2019 年 12 月 25 日

上午，林原村富民生产互助专业合作社召开分红大会，51 户村民领到入股后的

第一笔分红。临近两个村的分红也在进行着，平原村甚至放起了鞭炮。共计 34

户老年人分别从内置金融分红大会上领取到了老年股分红。

“内置金融”在树林召镇 6 个村运行一年多，有人靠它躲过了资金链断裂之

险，有人靠它办起民宿，也有不少人第一次当了“股民”。

“这是咱们自己的‘银行’，钱存进去方便，将来我贷款也便利。”村民口中的

“银行”，实际上是树林召镇为解决农民生产资金周转问题，在大量调研和借鉴

其他省份做法的基础上，率先在林原村试点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林原富民

生产互助专业合作社。

林原村以蔬菜种植为主导产业，3万亩耕地将近一半是蔬菜地。种菜前期投

入成本大，农民常出现周转不灵的情况，而商业贷款利息高、借贷周期长，远水

解不了近渴。现在有了合作社，村民向理事会交个申请，快则几个小时，慢则两

三天就能收到贷款。

在控制风险方面，合作社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经营和借贷不出村，也

不对外吸收资金，严格控制资金吸纳、资金投放和社员规模。其间，还有不少温

馨故事发生。

平原村的乔振华养了一百多头猪，去年扩建猪舍时，短缺 3 万元，遂向平原

村金浩源生产互助专业合作社（简称平原村合作社）申请贷款。按规定，合作社

最高能贷 2 万。乔振华挠头之际，村委会委员敖志国主动站出，以个人名义贷出

1万元转借给他。猪舍建好了，3 万元钱也顺利偿还。

“都是一个村的，谁有诚信、谁有还款能力，大家知根知底。”平原村合作社

理事长周战光说。

乔有世镇长很看好内置金融对助力乡村振兴的造血功能，“创新了基层组

织服务农民、治理乡村的模式，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内生动力不足和农民基层

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目前，树林召镇正式注册成立共赢土地合作社 51 家，带动农户 2005

户，整合土地 33831 亩。其中，成立种养殖合作社 32 个，涉及农户 1318 户，整合

土地 19928 亩，种养殖合作户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种养殖种类和规模；成立农机合

作社 1个，涉及农户 11 户，整合土地 1387 亩，为农户提供农机服务，每家每户不

再需要购买农机具；成立内置金融合作社 7 个，为农户提供资金支持。镇农村社

会化服务中心为合作社提供测土配方、农残检测、农技推广等技术支持。

共赢合作，实现现代农民生活新模式

在共赢合作的方法中对合作社的人员进行了合理的组织分工。如党员社长

领办，并成立党小组、任理事长，种地的村民任理事。

还可以选有闲、有威望的村民当监事长，监事；能种地、会种地的村民可以

就搞种植；青壮劳力可以外出务工；老年妇女可以闲下来，到城里去抱孙子、抱

外孙，哄娃娃；还可以跟子女进城享福；有愿意当监事的就当监事，实在不愿意

的，可以天天在房檐下晒太阳，静静地享受幸福的美好时光……

走进林原村另一个通过流转土地方式引进的龙头企业鲜农农牧业科技有

限公司达拉特分公司的温室蔬菜种植基地，林原村 4个社的 2500 亩土地上，一

幢幢整齐的温室大棚里，长势喜人的西红柿已经上市了，每斤价格为 4 元左右。

公司负责收购销售，稳定的蔬菜销路，让种植户再也不用愁。按照市场需求，公

司适时调整种植品种与数量，与种植户签定订单，并在市场价的基础上，提高

0.1-0.5 元进行收购。并聘请山东寿光高级农技人员，为种植户提供生产管理、病

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和帮助种植户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据介绍，蔬菜种植基地主打绿色有机蔬菜产业，已与北京、宁夏等地签订了

大量的订单，市场前景广阔。农民通过承包公司的大棚，生产资料成本降低，还

可以获得技术指导，销路也有保证，预计收益至少 3-5 万元 / 亩 / 年。同时，通

过品牌和效益引领，可以带动和盘活现有温室资源，带动全镇、全旗蔬菜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项目还拓展了农民在产业链上的就业空间，农民在获得经营权流

转收益的同时，也提高了工资性收入。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卸甲归田，这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想要种

植，方式有以下几种。（本村村民优先享受下列生产经营方式）

短期租棚种植：鲜农公司将温室短期承包给种植户并收取租金。种植户按

照企业推荐进行瓜果蔬菜种植，所产生的利润全部归种植户所有。短期承租时

间为 1年。

长期租棚种植：鲜农公司将温室长期承包给种植户并收取租金。根据温室

种植面积不同，温室租金从 8.5 万元至 50 万元不等。种植户可缴纳部分定金进

行温室租赁，剩余租金鲜农公司按照一定比例从种植户卖菜款中扣除，减少种

植户短期资金投入，但需在 1年内结清租赁款项。

打工种植：种植户在企业务工，成为企业产业工人。按照公司要求对指定温

室进行种植管理。按每年 11 个月种植期计算，夫妻 2人每年工资收益 6万元。产

出产品质量高、产量好可获得额外奖金。

农企合作种植：公司提供温室，种植户进行生产管理，产生利润后扣除前期

农资等各项投入费用，净利润种植户与公司按照五五分成。

树林召镇的土地合作为什么叫“共赢”，为什么不是托管，不是简单地称之

为流转，而是共赢？因为从我们这个地方今天农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基础来看，

小农散户仍然是土地经营的主体。我们今天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还要关注一家一

户的农业经营，小农经济不是我们现代农业改造的对象，而是现代农业的主要

组成部分，单家独户的小农不可能短时间内被大户、合作社、公司等经营主体取

代，分工合作和工农相辅的家庭经济结构仍然会长期存在。托管也好，流转也

好，主要追求的是规模效益。树林召镇组织发起的共赢合作社，在小农散户家庭

经营基础上，有效组织适度的规模经营，是现阶段适应农村发展的一个有效探

索。共赢土地合作社，就是要深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求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

接，通过与农户共同组建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共同经营土地，降低成本、提高产

出，共享土地经营收益，形成共建、共营、共享的共赢模式。

今天，共赢合作的农业经营模式正在树林召镇这片土地上兴起，她如同一

抹新绿成为新农村发展的亮色，引领乡村振兴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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