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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理费用，而托管的成本每亩不足800元。

“农机化育秧、插秧与人工作业

相比，节本增效显著。一台高速乘坐

式6行插秧机，一天可插秧30～50亩，

工作效率是人工作业的数倍，不仅省工

省时、降低劳动强度，还提高了我们的

收益。”弄璋镇模恒村姐焕村民小组一

位水稻种植户说。

    

跨区作业开拓市场
    

随着耕种作业面积不断扩大，在重

点服务好小农户的同时，盈江顺程农机

合作社开始开疆拓土，主动向外拓展市

场。2016 年，合作社首次开展跨区作

业服务，走出盈江县，走向更大市场。

2021 年，合作社为云南省粮食产

业集团在大理洱海流域提供近 2万亩有

机水稻的全程生产托管服务，从育苗、

栽插、中耕管理到收割等环节，全程由

合作社统筹调度完成，开创了云南单家

企业种植水稻突破万亩、单家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提供全程水稻托管服务破万

亩的“两个突破”。

2022 年，合作社相继承担了云南

滇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6800亩全托管、

保山市稷穗农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4300 亩全托管、会泽县民悦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7000亩半托管等共4.45万

亩有机水稻生产托管服务。

“2019 年，受台风影响，东北三

省的 8万多亩水稻田积水严重，当地的

大型收割机无法作业。接到机收邀请后，

我们组织 57名农机手、48台联合收割

机，苦战 40 余天，首次完成黑龙江、

辽宁、吉林约8.2万亩的水稻收割作业，

实现收益 572万元。”陶旺说。

截至目前，合作社在省内的服务区

域辐射保山、大理、楚雄等 10余个州

（市），省外的服务范围拓展至安徽、

河南、辽宁等近 10个省（区）。

    

助农增收成效显著
    

盈江县昔马镇地处高寒山区，由于

气候条件恶劣，水稻种植成本高、产量

低，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很大

一部分土地处于撂荒状态。

2020 年 5 月，在了解到昔马镇的

现状后，盈江顺程农机合作社到该镇团

结村与农户合作种植富硒“红麻谷”稻

谷。在合作中，农户拿出土地入股，合

作社投入生产物资，并与村委会签订种

植协议，由村委会组织人力负责水稻的

日常田间管护，共同为农户提供水稻全

程生产托管服务。

在合作当年，昔马“红麻谷”平

均亩产干稻谷达 270 公斤，折合精米

183 公斤，被全国高端连锁酒店以每公

斤6元的价格收购，亩产值1098元。目

前，昔马镇共种植“红麻谷”1800多亩，

160多亩多年撂荒地实现复垦，合作社和

村集体分别获得收益 90万余元。

“2022 年，合作社全程托管水稻

生产面积 10万亩，创收达 3159 万元，

共为农户节约生产成本 1913 万元，增

收近 1000 万元。”陶旺说。

除了水稻，从 2018 年起，盈江顺

程农机合作社在县域内探索开展 1.1万

亩马铃薯的耕种管收全程生产托管服

务。到 2022 年，马铃薯生产托管面积

达 3.7万余亩，占盈江县马铃薯种植面

积的 30%左右。

“自合作社成立以来，一些赋闲

在家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目前，本地

20 多名年轻人长期在合作社上班，人

均每月保底工资在 6000 元左右。”陶

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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