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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观察

益联结模式。

“创新利益联结模式，不但能丰

富产业振兴内涵，还能更好地联农带

农。我们总结推广的 10 种模式，并

不是要将利益联结机制‘框起来’。”

云南省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各地在具体落实中，应避

免千篇一律采取“企业 + 基地 + 合作

社 + 农户”这一传统模式，而应因地

制宜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新路子，

解决新问题。

 

加强监管严防“伤农”

除了鼓励利益联结模式创新外，

探索强化联农机制监督管理的办法十

分有必要。

“在利益联结中要严防出现‘伤

农’现象。”云南农业大学农村经济

研究院许玉贵研究员认为，全省有

4000 多家企业、1.2 万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近 200 万户农户在乡村产业发

展中以多元化的利益联结模式与企业

和合作社实现“捆绑”，总体来讲，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十分显著。但

如果利益联结机制在实操中“跑偏”，

则可能出现“伤农”现象，需引起高

度重视。

比如，某县建设了万亩特色农业

产业园，引入企业发展草莓、蓝莓、

树莓等特色产业，农户以土地、劳务

等入股，通过村集体合作社与企业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在生产经营中，企

业将相关费用支付给合作社，但由于

缺乏必要的监管办法，2021 年，合作

社收款后“优先”提取大部分资金作

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剩余部分采取

支付地租或工资的方式兑付给群众，

这种违约、“伤农”的方式引发群众

不满。在当地党委、政府的介入下，

最终该事件得到妥善解决，有关村组

干部受到处理。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利益联结

机制要发挥好作用，完善相关监管制

度、提升人员素质、开展普法宣传等

工作依然需不断加强。

  

用现代化手段赋能联结机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联农带

农机制落实中，还不同程度存在产业

发展中授信贷款“户贷企用”、群众

被合作社“挂空户”等问题。

对此，许玉贵认为，利益联结机

制归根结底是通过企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乡

村产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带着农

民一起坐上产业振兴的“火车”，但

农民在其中的主体地位不能变为从

属。因此，应强化对园区、企业、合

作社等载体的监督，加强对有关人员

的管理和培训。

同时，各地不妨采用现代化管理

手段对利益联结机制赋能，尽量减少

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人为干扰。比如，

罗平县板桥镇在发展乡村产业中，积

极创新联农带农模式，一方面引入“乡

村 CEO”管理和运维项目，避免村

组干部和融资企业过度干预。另一方

面，运用数字化方法，全镇乡村产业

所有收入依托“智慧云上”二维码统

一收款，由系统按照各方约定的比例

自动提取村集体、合作社所属收益，

其余收入一卡式划入经营农民账户。

合作社提取部分后，系统再次自动划

出 80% 用于全村村民（社员）分红，

确保所有资金和流程都不经相关人员

操作。

   本刊记者   刘  宇 /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