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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农民与市
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农民对生产资料、实用技术、市场信
息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市场机制对农民的资金实力、文
化素质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家庭经营规模小、资金实力弱
等问题，不同程度制约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因此，
扩大农业生产和经营规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
户与市场的连接，就成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当
务之急。

随着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的正式
实施，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种植、养殖、加工等各种农民
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合作社的发展呈现出蓬勃的
生机。这体现了国家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同时更说明了
农民要求合作、联合的愿望十分强烈。据有关部门统计，截
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河北省的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总数已达

６１００多个，其中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专业合作社已达

３４００多个。这些农村经济组织在引领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
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开展规模化、品牌化经营，开发
建设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增强农民运用现代物质技术装备
的能力，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在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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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本书集合了河北省部分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先进事

例，从人员构成、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等方面介绍了他们成
功的经验，旨在引导和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把广大
农民组织起来，改变分散经营农户的市场弱势地位，引导和
带领广大农民朋友参与市场竞争，达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的目的。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疏
漏，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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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制”让５万农户在棉海中起舞
———来自河间国欣农研会的调查报告

宋　国　刚

　　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
革，加快形成国家推广机构和其他所有制推广组织共同发
展、优势互补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与农业产业带相适
应的跨区域、专业性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成立
于１９８４年的以棉农为主体的经济技术合作、推广组织河间
国欣农研会 （全称国欣农村技术服务工会），一直坚持 “面
向农民，服务会员”的宗旨。２０年来，从最初的１２户到现
在的遍及１２个省、市，拥有５万会员的全国最大的棉花合
作组织，会员外出规模植棉５０余万亩，创经济效益２亿元，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合作生银　会员是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的关键是如何把

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推销出去，如何面向市场。现阶段，一家
一户式的分散生产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方式，农民如何
面对市场大潮，如何产生１＋１＞２的经济效益，关键是要建
立自己的合作组织。

国欣农研会从最初的１２个农户到现在的５万会员，为
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国欣农研会创始人之一、现任董事
长卢国欣说：“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时候，国家处于百废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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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农业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农民想挣钱、想致富的
心气也高，但是那个年代一家一户根本没有力量来改变社会
的现状，根本无法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转化成农民腰包里
的钱。那个时候我们想到成立 ‘农研会’，以 ‘面向农民，
服务会员’为宗旨。２０年来，国欣农研会秉承着这个宗旨，
发展成遍布１２个省市，４００多个县，４０００多个村，５００００
多个会员的规模。”

中国农技协棉委会主任、国欣农研会会长卢怀玉说：
“农研会的大门是一直向所有农民敞开的，只要是有兴趣，
给农研会写封信，农研会就会免费给你邮寄１公斤棉花种
子，让你试种，第二年如果你认为好，就可以申请入会，可
以成为国欣的会员了。”有句成语叫 “适者生存”，现在的农
民要想致富发家，就必须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而加入
合作组织，成为会员则是农民适应社会发展的捷径。会员能
够享受到怎样的 “优良服务”呢？会员和普通农民有什么区
别呢？卢会长介绍说，国欣农研会的会员可以享受良种优价
供应、免费技术培训、免费信息咨询等服务；可以实现会内
就业，比如说仅国欣的农场就可以提供７０万个工作日的就
业机会，总工值超过１４００万元；大部分会员在合作组织的
帮助下，会先富起来，会带动周边人群。近年来，河间棉农
外出植棉规模逐年扩大，尤其以国欣会员为主，去年会员外
出植棉收入几十万元者不在少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部
分入股会员可以参与国欣农研会的年终分红。

农民有着强烈的合作欲望，只是一直没有人来领导、组
织，像农研会这样的农村合作组织给了农民一个机会。农民
通过入会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提高了科技素质，让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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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脆弱的生产链条坚固了起来。
服务为基　诚信为本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如何发展？农民怎样通过合作组织这
只金鸡，拿到金蛋？经常挂在国欣农研会会长卢怀玉嘴边的
一句话成为最好的答案：服务跟着种子走，从种一直走
到收。

国欣农研会创建伊始，就不断探索、开拓，积极寻求便
捷、高效服务棉农的可靠路径。国欣通过日趋完善的工作网
络把广大棉农联合起来，为棉花产业化生产奠定了组织基
础，逐步摸索出从研究会———服务站———特派员———会员组
长———会员的无障碍、全贯通技术服务和培训网络体系。农
研会还根据工作需要，挑选热爱科技、自愿服务２０名以上
会员的为会员组长，发挥技术服务的 “二传手”作用。国欣
的服务灵活多样：邮寄技术资料、举办培训班和研讨班、安
排技术人员巡回指导、开通２４小时服务热线、请专家顾问
到生产一线答疑解惑等。农研会以棉花技术普及推广为主，
配套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提供会员所需的技术、农
资、信息等服务。

卢怀玉说：“现在我们的农业属于小农业，诚信机制并
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农民之间不容易产生信任，但如果一旦
产生了，让他信任你了，那就一定会给你带来回报。这就是
品牌效应，可以这么说，国欣卖的并不是种子，而是品牌。”

从最初的建立到现在的大发展，国欣一直坚持 “第一次
免费赠种、免费试种”，凭着优良的品质取信于民，用铁一
般的事实打动农民，农民自然而然地会去采购国欣的棉种。
卢怀玉说：“信誉是一个农业合作组织的无形资产，是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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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钱也不能买到的。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组织，发展就是
在做乘法，效益乘以诚信，你的效益就会成倍地增长，如果
诚信是零，效益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１＋１＞２
现代中国农业是典型的小规模、大经济，起伏不定的市

场让参与小规模种植的农民吃尽了苦头，农民需要技术、信
息，需要有一个组织给他们提供一个与市场的连接。国欣农
研会给农民提供的就是 “１＋１”中的那个加号，卢怀玉认
为，“１＋１”中的 “１”可以代表一家一户的农民，也可以代
表农户和国欣农研会的组合。农民组织起来，可以实现规模
经济，可以应对变化莫测的市场；而农研会和农民以科技为
牵引产生的合作，则能实现共赢，取长补短、利益共享。

１＋１＞２，加号是种组织合作关系，那么怎样来实现
“大于”呢？农研会会长卢怀玉说，农研会的工作关键是怎
样能把单纯的两个 “１”做到大于 “２”，其中除了积极转化
科技成果，提高农民种植的科技含量，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
抵御市场风险外，主要是国欣农研会培训机制的完善。农研
会秘书长张玉璞算了一笔账。按照农研会现在的承诺，每年
年初，农研会培训１０００多名会员，参训会员的往返车费、
餐饮费、住宿费用由农研会全包，每人每天还补助２０元误
工费，这样的一次培训农研会就要投入３５万元；农研会每
年向会员提供２５万公斤优种，每公斤免收３元抗蚜种衣剂
费，相当于免收７５万元；向会员提供３万张光盘、２０万本
宣传材料、５万本杂志，共计投入３０万元；另外，新农药
田间筛选、棉价市场预测、农田测土、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专家巡回讲课等费用加在一起，农研会每年投入多达３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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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卢国欣高兴地指着一幢正在兴建的大楼说：“你看，到
年底这座投资８００多万、建筑面积１万多平方米的培训大楼
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到时候就可以让更多的会员有机会来农
研会参加培训了。”

１＋１＞２，到底能大出多少来？下面的一组数据也许能
告诉我们：２００３年，河间市就有６户农民的种棉纯收入超
过２００万元；在该市九吉乡卢村的１００多户农民中，靠种棉
年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上的有８户，１０万元以上的有５０多户。
种棉成为这些农民致富的源泉，而那些已走出家门，到外地
租地植棉４０多万亩的几百户会员，不仅获得了近２亿元的
经济收益，还为天津的宁河、静海，我省的唐山等地水田改
旱作找到了成功的路子，带动了当地植棉业的兴起。看来土
里也能刨出金，“泥腿子”成百万富翁并不是个梦。

支部抓协会　协会带农户　奔向富裕路
———记辛集市 “支部＋协会”新型经济模式

满建顺　贾凤霞　胡志杰

　　 “俺们村的 ‘支部加协会’，让老百姓得到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如今我承包的６０亩梨树，一年就收入几十
万元，俺村村民存款已超过了２８００万元。”东张口村村民张
大计幸福地说。目前，“支部加协会”模式已在辛集全市推
行，在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该市已建起各类专业协会５９
个，吸收农民５．２万户，覆盖了全市４９％的行政村，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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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达到了３５．６％。
啥是 “支部＋协会”？

近几年，农民对协会组织并不陌生，“辣椒协会”、“农
技协会”、“养殖协会”……这些协会组织对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 “支部＋协会”到底是什么
呢？村党支部和协会组织是怎么联系到一块的呢？

“支部＋协会”是一种新兴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模式，
即借助农村党支部在当地的威信及对市场、农户状况等的了
解，以农户为基础，以产业为依托，以专业协会为载体，以
富民为目的，把党支部政策引导、组织协调、发动群众的优
势和农村专业协会市场竞争性的特点结合起来，通过支部抓
协会、协会带农户，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实现小农户与大市
场的对接，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增收。

“忆昔东口想当年，矮屋陋巷破衣衫。种下三瓢收一斗，
光棍一年多一年。”“支部带领一班人，决心改地更换天。调
整结构种果树，穷村变成花果园”。这两首打油诗道出了辛
集市东张口村实行 “支部＋协会”模式，带领群众调整种植
结构、更新梨果品种发生的巨变。

如何运作？
近年来，辛集市为了引导广大农民缩短调整结构周期，

降低生产成本，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该市各乡镇党
委、村党支部根据区域农业生产布局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
际情况，在当地最具优势的产业和群众最需要的服务项目
上，领办、创办了各类专业协会，并实行党支部班子成员与
协会负责人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同时，基层党组织还
指导协会建立健全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管理机构，建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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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协会章程、工作制度，动员群众更新观念，积极加入协
会，以确保专业协会健康稳定发展。

辛集市中里厢乡泊庄村是一个有５３４０口人的大村。早
在１９９２年，村党支部在广泛争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组织
发动养鸡户建起了养鸡协会，从支书岗位退下来的耿东顺担
任第一任会长，现有会员８２１户。

协会以 “全心全意为养殖朋友服务，支持和帮助养殖户
饲养管理、防疫灭病，做养鸡户的强大后盾”为宗旨。协会
现有名誉理事长一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各一名，理
事１９名。协会下设畜禽服务部、饲料服务处、雏鸡订购服
务处、淘汰鸡联系服务处、禽蛋销售服务处、新产品新技术
推广服务处，村里的养鸡户实现了 “六个不出村”，即订购
雏鸡不出村、购买饲料不出村、禽蛋销售不出村、防疫灭病
不出村、淘汰老鸡不出村、学习新技术不出村。

村党支部每年都以村集体的名义组织十几次讲座和学习
班，请专家讲课。在近两年防控禽流感工作中，村党支部积
极同养殖协会配合，借助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组织入户宣
传，协助协会做好防疫。为确保疫情不发生，村党支部还收
购了六家散养户的鸡、鹅和鸽子，进行了杀灭处理。

同时，辛集镇都大营村成立了由村党支部书记任会长的
果菜协会，负责协调解决农户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问
题。中里厢乡谢村天鹰椒协会中，党支部号召每个党员和种
植大户对口扶持、带动５到１０户农户，为他们提供技术咨
询、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很快形成了规模种植。

乡镇推动不可少
“支部＋协会”模式在辛集市中里厢乡开展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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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９月，中里厢乡制定了关于 “支部＋协会”工作模
式的实施方案。方案就这一模式的目的意义、协会的建立、
协会的作用、党支部与协会的关系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中里厢乡特种养殖业发展较早，近几年来，中里厢及周
边乡村的毛皮动物养殖业得到长足发展。乡党委牵头为相关
养殖协会聘请北京农大教授等专家为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
乡党委还制定了长远发展规划，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
培养和发展以中里厢、南郭为中心的皮毛市场，逐步完善市
场功能，将市场做成养殖、加工、销售，以及饲料、兽药、
技术信息等相关行业齐全、配套设施完备、产业链条完整的
综合性市场。

乡党委、政府还成立领导小组，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对
清官店养猪协会、元村梨果协会等的建设给予指导和帮助，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对增加农民
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乡村党组织也积极为协会推荐人才，帮助从致富能力强
的党员中选拔协会负责人。党组织在协会发展中，根据产业
化经营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对党员干部开展培训，提高
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同时要求党员干部要主动做好群众工
作，为协会发展献计献策，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充分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

启示与思考
都大营村果菜协会会员说：“协会里的骨干既是党员又

是村干部，跟在他们后面干心里踏实。”
“支部＋协会”的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成功经

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出一条强乡富民之路提供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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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启示。
在推进 “支部＋协会”模式过程中，关键问题是要处理

好支部与协会的关系。农村党支部要提高统筹当地经济发
展、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抓住当前消费者对优质安全农产
品需求增加的有利时机，提高在农村推行 “支部＋协会”工
作模式的认识，深入调查研究，尽快摸清各村产业发展和乡
土人才、产业大户的底子，扩大优质和特色农产品生产，根
据主导产业的定位，制定建会规划，加强宣传、教育和引
导。必须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模式，适合种植什么、
养殖什么，就发展什么协会，不搞一刀切。农村专业协会，
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既
坚持农村专业协会 “民办、民管、民受益”，又坚持把党组
织领导、政策引导、发动群众等方面的优势，同农村专业协
会在技术、信息、市场、资金上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使支
部与协会、协会与农户相互结合、良性互动。

要处理好协会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关系。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在抓好
优质服务上下功夫，加大资金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
营销服务的力度，做到一项一项抓推进，一件一件抓落实，
努力为农民增收排忧解难。各级干部要 “做给农民看、带领
农民干、帮助农民赚”，加快提高基层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
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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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当靠山，蜂农的日子分外甜

李书杰　董晓兵

　　 “原来蜂产品经常被小商小贩压级压价，一箱蜂的年收
入不到５０元钱。自从加入了养蜂协会，俺的养蜂收入就如
芝麻开花一样年年高，一箱蜂的年收入２００～１０００元，比种

１亩地还强呢。这不，去年俺养了６０箱蜜蜂，一年下来收
入了４万元哩！”石家庄市赞皇县许亭乡北水峪村养蜂大户
赵新朝高兴地说。

据了解，赞皇县养蜂协会成立于１９９５年，当时只有２４
户会员。依托该县４５万亩大枣林、１１５万亩宜林山场的洋
槐、荆条等蜜源资源，加上该协会陈秀英会长的不断努力，
目前，会员已发展到１３００多户，养殖基地涉及１１个乡镇

９６个村，规模在５０～１００群的养殖大户２７３户，养殖总量
超过２００００箱，年收益１０００多万元。养蜂业已成为该县农
民增收的新亮点。

许多蜂农都把 “科学化养蜂”挂在嘴边。许亭乡南潘村
养蜂户褚科峰说：“２００８年２月份协会邀请了中国养蜂协会
会长张复兴给我们传授技术，听讲的蜂农有５００多人，像这
样的培训协会年年举办，比如 ‘数控养蜂’、 ‘绿色防病’、
‘品种改良’等科学化养蜂技术让我们受益匪浅。”陈会长介
绍说，为了指导蜂农生产合格产品，协会开通了养蜂技术咨
询热线，随时解答蜂农的疑难问题。协会每年自费引进１～
２个优种蜂王，进行蜂种改良，几年下来协会共投入５万
元。现如今，蜂农将协会亲切地称呼为 “养蜂人之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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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给养站”。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协会认识到，要想把蜂产品卖个

好价，必须创立品牌、确保质量。１９９６年，协会注册了
“蕊源”商标，２００４年成立了石家庄赞皇县蕊源蜂业有限公
司，蜂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一下子提高了
市场竞争力。在２００４年首届河北省农广会上，“蕊源”蜂产
品一举夺得银奖；２００５年通过国家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２００６年获得河北省省优产品称号。同时为了严把质量
关，协会在蜂产品上标有生产者编号，消费者一旦吃到掺假
的产品，协会可以查出生产者并进行一定处罚。目前，“蕊
源”牌蜂产品已成为河北省首家通过国家农业部无公害认证
的蜂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陈会长告诉笔者：“现在我
们协会的蜂蜜年产量１０００多吨，蕊源蜂业有限公司可以直
接消化１００多吨，剩下的９００吨蜂蜜也都是通过协会牵线搭
桥高价销往外地。”

除此之外，为了稳定并扩大会员，不断发展壮大全县养
蜂群体，协会通过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形式确保蜂农
的利益。协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 “诚信第一”的原则，
不坑农、不害农，对蜂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市场价格高于
保护价时，按市场价收购；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按保护价
收购。养蜂大户赵新朝告诉笔者： “２００４年７～８月，蜂蜜
市场价下滑得厉害，协会就按每公斤高出邻县０．４元的价格
收购，让俺们尝到了甜头。打那之后，俺和协会贴得更紧
了。用陈秀英会长的话说，这叫 ‘松散联合’向 ‘利益联
合’转变。”

谈到今后的发展，陈秀英会长满怀信心地说：“计划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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