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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型合作社。目前，全省经工商登记

的灌溉用水农民专业合作社、理财合

作社、农村配电合作社等服务型合作

社已有 4000 余家，为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提供了便捷服务。

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

济指导处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 7 月，农业农村部下发《关于加快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

明确将进一步推进服务型农业主体的

发展。”目前，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总体规模不断壮大，再加上近年来

蓬勃发展的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中

小农业企业等，农村农业生产主体体

量巨大，对理财、用水用电保障、信

息提供和设备维护等方面的服务需求

巨大。由于农村的特殊性，大市场服

务主体的“触角”还难以延伸到基层，

尤其是偏远农村，这就为农村本地

服务型合作社发展预留了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强服务势在必行

    

2014 年，保山市成立了 100 多

家粮食、水果、蔬菜、中药材种植等

行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

规模小、社员少，财务收支管理成为

一个大难题。为此，该市积极探索，

成立了一家服务型理财农民合作社，

专门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财务收

支结算管理、报税。随着生产型合作

社不断做大做强，很多合作社建立了

自己的财务体系，而原有的理财服务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和市场需求，

这家合作社最后无用武之地。

据了解，服务弱是目前云南服务

型合作社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如何

解决该问题，让服务型合作社更好地为

农村农业生产主体服务？云南省农业农

村厅有关人士认为，探索建立集团化合

作社、合作社联盟或是一条有效路子。

首先，探索集团化合作社发展路

子。目前，云南有 2 万多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存在单打独斗的情况，往往是

同一个或相邻几个村子的村民，因发

展同一产业或有用水、用电、公共卫

生等相同的公共服务需求而组建，合

作社之间联系不紧密，发展松散。这

也是服务型合作社缺乏客户的主因之

一。下一步，各地可在国家许可的范

围内，探索建立以产业或地域为纽带

的集团化合作社，设置若干个生产型

合作社和服务型合作社。生产型合作

社专职生产，服务型合作社专职拓展

延伸财会、人才、市场、技术等服务

门类。

其次，积极探索合作社产业联盟，

让服务型合作社在产业联盟中发挥积

极作用。产业联盟是生产组织，吸纳

单个生产群众加入既不现实也不科

学。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最广泛的群

众基础，在农村地区拥有最广泛的生

产资料，但现阶段，产业联盟在合作

社领域几乎是空白。应当积极拓宽以

联盟发展的思路和途径，探索“产业

联盟 + 合作社”的新发展模式，在产

业联盟中接入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既

可以是生产型合作社，也可以是服务

型合作社，形成联盟中既有企业又有

合作社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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