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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
商河年底前重点培育30家县级示范社，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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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大户的梦想成真
“全亏了有合作社”

“全亏了有合作社，一切都大改
观！”2018年，怀仁镇怀仁街村的种
植大户信靖家承包了村里的300亩
地，但300亩地并不成片，零零散散
地分成60多块，播种、浇水费时费
力，还限制了老信发展机械化农业
的想法。

事情到了2019年出现转机。
2019年，怀仁街村成立合作社，村
民土地入社统一流转后。老信一
口气从合作社承包了600亩，“这
些地成方连片，浇水不用来回挪抽
水泵了。”

怀仁街村所探索的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模式只是商河县众多合
作社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2020
年以来，商河县紧紧围绕大力推
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全力盘
活农村各类资源、激活各类生产
要素，积极推动党组织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与合作社经营优势、
市场优势紧密结合，撬动乡村振
兴“新引擎”。

为此，商河县成立以县委副书
记王磊为负责人的“指挥部”，下设
综合协调、综合治理、考核督导、基
础保障等4个工作组，“集中火力攻
山头”。

同时，商河县制定《关于推进村
级党组织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
的实施意见》，按照“一年起步、两年
提势、三年跨越”的整体思路和目
标，明确重点任务。为此，2020年底
前领办合作社的村党组织不少于
20%，重点培育30家县级示范社、提
升100家标准合作社。

目标的实现，需要坚定不移的
执行力。为此，商河县坚持“三纳
入、三挂钩”原则，将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纳入基层党建年度考核工
作，纳入乡村振兴考核指标，纳入
年底镇街党（工）委基层党建述职
内容，与村党支部书记履职评估
挂钩，与村党组织评星定级挂钩，
与绩效报酬、评先树优挂钩，确保
工作扎实推进。

同时，商河县还建立目标落地
“五步法”，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季
观摩、半年一考核、年底大盘点，对
推动力度大、效果好的镇街给予表
扬鼓励，对推动不力、成效不明显的
给予通报批评。

差异化探索合作社模式
发展生产经营性合作社

由于商河县各镇村产业基础、
发展水平、资源条件等各不相同，因
此，商河县在具体操作中注重将共
性和个性、地域特色和资源优势相
结合，差异化探索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模式，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子，多
点开花、全面发展。

作为济南市首家村级党组织领
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孙集镇前街村
121户群众以700余亩土地入股，采
用集体经济合作社与土地股份社、
农机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共同运营
的“1+3”方式，运用“股份社采取保
底+分红”的模式，实现村集体、合
作社和村民“三方共赢”。

这也为商河县蹚出了“做强土
地流转项目，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
的乡村振兴之路。通过引导农民
以土地入股，村集体以土地入股
等方式，推进土地股份化、经营产
业化、运作市场化，实现土地经营收
益最大化。

除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商河县
还立足村庄自然禀赋、种植传统、群
众意愿和产业特色，做优特色产业
项目，领办生产经营型合作社。

白桥镇王学诗村村集体通过
2000平方米基建土地入股、群众通
过资金入股，依托本村成片连块200
余亩蔬菜大棚，高标准打造蔬菜加
工车间和恒温冷库。在销售方面实
行“质量+销量”两条腿走路，积极
对接市场主体，依托冷链物流、美菜
网等输送有机富硒蔬菜，面向社区、
超市、蔬菜店铺等发展订单蔬菜。

怀仁镇则围绕甘薯、花卉、优质

粮种三大产业，成立三个合作联社。
以甘薯产业为例，通过开展免费供
种、种植技术培训、订单回收、品牌
培育、农副产品加工等全产业链服
务，组织种粮大户抱团发展，在组织
现场观摩召开座谈会后，全镇21个
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加入联社，
今年发展3500亩春地瓜、2000多亩
麦茬地瓜种植。

成立劳务合作社
进一步增加农户收入

在发展土地合作社、生产经营
型合作社的同时，商河县鼓励党支
部领办劳务合作社，开展电子商务、
货运物流、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社
会化服务，让群众在土地上解放出
来后，可以通过劳务合作社找到适
合的工作。

以怀仁镇为例，通过土地流转，
该镇共有1 . 2万人在土地上解放出
来。在增加土地流转收入的同时，通
过在本镇各基地、合作社及企业务
工，每户年均增收3万至5万元。

怀仁镇东信村便是如此。2020
年该村成立劳务服务和农机服务合
作社，合作社整合剩余劳动力和农
机农械，组织就近务工；与“猪八戒”
网合作，利用微信公众号开设“智慧
劳务”“智慧农机”专栏，打通用工
方、合作社网上联系渠道。

目前，该社共整合东信村剩余
劳动力58人，各类农机农械16台，增
加50岁以上剩余劳动力务工收入达
36 . 8万元。

许商街道张小庄村则成立了商
河县农机联盟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该合作社是将产业扶贫资金集
中打捆，委托村集体入股商河县农

机联盟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进行
收割、机耕、施肥、播种等一体化“保
姆式”服务。

如今，农机联盟粮食种植专业
合作社已与110余户农户签订了托
管协议，为1258余亩耕地进行粮食
生产托管服务，从生产资料购买、农
机作业，到日常田间管理、灌溉施
肥、病虫害防治，再到收获销售，农
户们不再操心。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全托管
服务，每亩每年可为农户节约成本
300元左右，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同
时提高农户产量，确保农户增收。

设立600万专项扶持资金
出台“雁归商河”新政15条

为保证合作社的顺利运行，
商河县更是颁布一系列扶持与奖
励政策。

结合全县实际，商河县制定了
58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扶持政策。
同时，融合乡村振兴服务队、第一书
记帮扶政策，统筹运用扶持资金，优
先保障合作社运营发展。

为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商河县制定出台《关于促进农村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助力现代高效农业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对于当年新
增流转面积100亩以上的村党组织
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于次年给
予每亩不高于100元的一次性奖励。
设立600万专项扶持资金，对于评选
出的县级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示范
社，给予每社不低于3万元的奖励。

同时，商河县还积极用好“鲁担
-强村贷”金融工具。

2020年怀仁镇东信村计划发展
甘薯种植业，然而，资金短缺成为制
约发展的难题。了解情况后，商河县
农行向东信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
放了“强村贷”100万元。

截至目前，全县已投放或即将
投放“强村贷”6笔、近500万，年内计
划落实1000万元以上，切实解决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

商河县还将走出去学、请进来
讲相结合，以“头雁论坛”为载体，依
托县委党校，邀请高校专家教授、先
进地区村党支部书记等现场授课，
组织40多名示范村党组织书记和基
层党务干部到烟台、青岛实地取经。

为大力吸引在外人才，出台“雁
归商河”新政15条，积极动员退役军
人、在外创业人员、大学生等返乡创
业，并建立12个合作社实践培训基
地。同时，今年将实现“一村一名大
学生”，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提供
强有力人才支撑。

合作社开展党员与贫困户结对帮扶活动。

怀仁东信村劳务合作社年底发放劳务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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