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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除了解决田里的事，还要解决岸上的事，

产前产后同等重要。

吴建湘早年间在泥脚巷村规模种田时，村民也来凑

热闹：把鸭子往田间一赶，接下来不管不顾。吴建湘提醒

农户要喷农药，广播通知农户收鸭子，打药未进行，鸭农

又照旧；第二次通知，鸭农不当一回事，结果被“迷倒”一

大片，鸭农将吴建湘告到村委会。

这件事，让吴建湘意识到，水稻生产前和周边农户“搞

好关系”十分重要。益众农机成立，村集体经济入股 50万

元，成为大股东，吴建湘和其他投资者

退居其次。益众农机一次性流转村里2600

亩农田，每亩付给农户的租金比市场价高 100

元，村集体占股分红全部用于村里公益事业。

村集体牵头，合作社变成“共同事业”，“找茬”的

鸭农安分了，村民们还自告奋勇，生怕禾苗渴了，或者被

小动物弄伤了，年均 5000个劳动用工量，也大大增加了村

民收入。

如果“村集体+股东”的方式，解决了产前的烦恼，那

“公司+科研机构”的探索，就破解了产后的忧愁。

位于 106 国道旁的百分公司，有一栋占地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的产后护理中心，墙头“隆平粮社”的标识格

外打眼。10台烘干机不停运转，24小时内可烘干粮食 240

吨，来不及转运的粮食通过升降机进入到 3个容量共 600

吨的仓储罐体内。

早在 2017 年，百分公司便与隆平高科签订订单农业

协议，由隆平高科统一提供种子，按照保底价进行收购。

按照协议，大户种植隆平高科的水稻品种，保底价达到每

公斤 135 元，在近两年谷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这一模式

让百分公司销路不愁、效益也有保障。

谷贱伤农，尤其对大户而言，市场上几毛钱的价格波

动，算到合作社往往以万元为单位计算。做到产前顺顺利

利、产后高枕无忧，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合作社 何日满天星——株洲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考察报告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文伟平

农机

图片说明：

1.百分公司的产后护理中心。

2.伟顺农机的收割现场。

3.明丰农机的服务订单。

4.明丰农机的育秧工厂。

5.益众农机的插秧现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摄

今年，攸县益众农业机械专

业合作社（下称益众农机）负责

人吴建湘做了两件大事，都与农

机有关。

第一件是购买了洋马牌收

割机，花了 25.6 万元。这台收割

机田间表现亮眼：配备驾驶室，

舱门一关蚊虫、稻絮和露水进不

来，空调一开还能顶着阳光作

业；车轮底盘自带升降功能，遇

到泥脚深、地形复杂的田块，也

可直来直往；谷箱相比其他机器

容量升级，通过滚筒自动输送，

运转效率大幅提升，一人一机一

天收割量能有上百亩。

第二件是把秧盘播种机换成

印刷播种机。秧盘播种机，育一亩

秧需要 20个秧盘，每个秧盘的成

本价需要 5 元钱，换成印刷播种

机，将种子点印在沾有胶水的溶

解纸上，一亩地的纸张成本只需 1

元钱，种子用量也从原来的每亩2

公斤缩减到 1.25 公斤，两项成本

相加每亩节约150元左右。

当然，农机装备升级换代，

意味着合作社投入购买农机的

成本更高。从 2017 年成立至今，

益众农机新购置的农机设备就

达到 26台套，投资

金额近 300万元。

伟 顺 农 机 这 几

年添置的设备也有 55

台套，花掉了 380万元，

几乎每年要淘汰更新一

批。“一台农机的使用寿

命，往往是 3到 5年。”易新伟

感慨，尽管农机购置补贴力度

持续加码，但远远跟不上农机涨

价的速度。

补贴最终谁受益？

市农机事务中心生产服务

科科长文伟平列出三分之一。企

业受益一部分，将这笔钱用于机

器研发，生产出性能更高的产

品；经销商受益一部分，盘活农

机销售市场；种粮大户受益一部

分，机器设备的升级最终解放人

力，比如以往的收割机要配帮手

装袋扛谷，现在全由机器代劳，

投入产出比显而易见。

从“正规军”到“预备役”的

周期拉长了，从“众人拾柴”到

“单兵突进”的效率提升了，在

农户自掏腰包相对持平的比较

中，农机越来越难买无疑成了

伪命题。

3. 农机越来越难买？

茶陵明丰农机合作社（下称明丰农机）专注做

两件事：育插秧和飞防。

位于茶陵县洣江街道渡里村的智能化育秧中

心，30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顶部是巨大的遮阳网，

四周的墙体上每隔几米就安装了鼓风机，舒适的环

境让秧苗长得又快又好。

明丰农机负责人廖慧艳，一遍一遍清点秧盘数

量，按照农事服务单的订购数量，制定插秧人、放秧

人、出秧人和运秧人。如今，以代孕代插为主的农机

社会化服务，越来越受中小种植户的欢迎。

在全市众多农机合作社里，明丰农机是一名新

兵，2018年 8月才注册成立。合作社的股东，原本是

一群农资经销商，前述农机合作社联合向厂家竞

价，使得他们快速转型，依托此前构建的农资销售

渠道，为中小规模种植户提供社会化服务。

以育插秧为例。每年 3月，明丰农机先给育秧

工厂消毒杀菌，根据农户订购量选择种子，20余天

后长相齐整的秧苗便被运送到制定地点，到机插结

束完成一个服务流程的闭环。“一个秧盘 11元钱，平

均每亩地需要 30 个秧盘，综合算下来育插秧成本

更低。”廖慧艳介绍，育插秧一直是制约水稻全程机

械化的瓶颈，谁抢占了这个市场，谁就赢得了发展

的先机。

明丰农机的另外一大优势，是飞防服务。做农

资起家的明丰农机，有着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合

作社每年承担的飞防服务面积，超过 4 万亩，年利

润达到 50万元以上。

海林农机同样尝到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甜头。合

作社成立农机服务队成立后，到全县各地跑翻耕、

播种、收割等订单，尤其是无人机施肥、植保已经走

出茶陵县。“我们与炎陵、安仁、莲花等地种粮大户

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每年县外飞防业务面积近

5000亩。”谭海林说。

事实上，如今小农户和农机合作社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农机社会化服务已进入市场细分的时代。

谁来服务，谁就能率先抢滩登陆。

市场在变，生产方式在变，田间管理也要求变。首先

要弄清楚的，是规模与适度的问题。

谭国良经历了两次“大到小”的转变，头一次好理解，

直接缩减面积。

2009 年，村医谭国良决定种水稻，一口气流转农田

1640亩。彼时，农业生产以“人海战术”为主，除了耕田和收

割，水稻机插秧还未普及，机器烘干仍是空白阶段，当稻谷

收上岸，晒谷坪根本周转不来。“中午一场雨，晚上全发了

芽。”连年亏本，谭国良果断把面积压缩到500亩。管理变得

精细，农时踩在点上，到了第三年他扭亏为盈。

第二次改变，可用“总分总”概括更为合适，即总公司

直接管理一部分农田，股东分别管理自身原本流转的农

田，公司又承担各股东的农药种子化肥采购、统一销售粮

食，收取适当管理费。

“当初成立联合社，目的就是搞化肥。”2017 年，谭国

良联合周边 5 名种粮大户，成立攸县百分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种植面积 1.7 万亩，除 5000 亩划归

公司统一管理外，其余田块由原来的股东自负

盈亏。

联合社以公司的名义，直接与厂家对

话，拿化肥每吨至少便宜 200 元，种子

也有每公斤 20 元左右的议价空间，

除公司提取一部分管理费，其节约

的成本落到每个股东手中。

攸县农机事务中心主任陈

朝辉认为，这种聚散有度的

模式，不仅可以整合农机

手和农机具的使用效

率，还能发挥大户、大

量的采购优势，在

节本增效上提高

竞争力。

丁艳君也曾疑惑，种 1000亩地有钱赚，而种 2000亩要

亏本。查阅每一笔收入和开支，她发现面积控制在 1000亩

左右，现有的农机装备能覆盖水稻种植全过程，一旦面积

增加就需要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或者增加机器设备投入

来维持平衡，并且管理起来难度更大，往往需要拿出 500

亩田的收入补其他缺口。

海林农机把种植的 5000 亩土地分成 3 个片区，每个

片区由一名股东牵头管理、独立核算，当 A 片区面临人员

和机器紧缺，需要得到 B片区的支援，按照市场价支付费

用，合作社内部由此也形成竞争机制，打破了“吃大锅饭”

的安逸。

盲目求大，不如适度经营，大户们给出的一致答案，落

在1000亩左右。“总分总”的合作运转机制，由此流行起来。

4. 规模与适度

“就像炒股票，你永远难以

防范未知风险。”茶陵县严塘镇

海林农机合作社（下称海林农

机）理事长谭海林，是种田的老

把式。近几年，粮食价格波动，是

他的心头病。

2021 年 ，近 十 年 粮 食 价 格

最低迷的年份。头一年，湿谷子

收上岸，成交价还有每 50 公斤

100 元，去年价格低到 85 元，还

被粮贩子讨价还价；烘干的稻

谷，相比以往每 50 公斤也降低

20 元左右。

一亩地种植两季，按照每亩

总产量 1000公斤算，平均每亩地

的毛收入要少近 400 元。海林农

机种植面积达 5000亩，粮食价格

低迷，意味着合作社减少的总营

收，可能达到 7位数，相当于一年

到头白忙活。

种粮大户的成本账算得很

清。从购买种子到烘干销售，期

间共经历育秧、打田、插秧、植

保、收割、烘干等 6 个主要环节，

除机器设备的投入，人工成本是

大头，算在一起每亩地每季的种

植成本在 800 元到 900 元之间，

只有产量和价格二者齐美，才不

至于辜负一整季的辛劳。

难以预计的因素频频发生。

从去年开始，农资价格普遍上涨

50%左右。醴陵市明月镇伟顺农

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称伟

顺农机）负责人易新伟，晒出近

几年农资涨价清单：复合肥从每

吨 2800 元涨到 3800 元，尿素每

吨价格上涨超过 800 元，种子农

药也是一年一个价。

让人没有预料的是，今年柴

油价格也创下历年新高。“双抢”

时期，伟顺农机下田作业的收割

机有 3台、耕田机两台，每台机器

加满一箱油要多花 300 元钱，十

余天“双抢”，伟顺农机每天额外

增加近 3000元燃油费。

一头一尾，不算天气、病虫

害等客观因素，种粮的效益明显

收窄，甚至有的合作社还要做赔

本买卖。田越来越难种，种粮大

户们总这样念叨。

1. 田越来越难种？

许多年前，田间曾传出这样

的疑问：70 后不想种地、80 后不

会种地、90 后不懂种地，十年后

谁来种地？

在 农 业 相 对 发 达 的 江 苏 ，

2013 年该省农科院专门对种地

农民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平

均年龄达到 58.6岁。

如今，十年过去了。

种粮农民的老去，催生了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的 发 展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扶

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

发展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等多

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允许财政

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更早的 2004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机械促进法》生

效，中央和省级财政分别安排资

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

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

于是，在 2014 年前后，一批

成长起来的种粮大户，纷纷组建

农机合作社，并扩张农田流转面

积，走上规模种植之路。据株洲

市农机事务中心统计，目前我市

注册成立的农机合作社达到 477

家，其中一半以上成立在 2014年

前后。

攸县百分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下称百分公司），就是这一时

期成长起来的“种田冠军”，总流

转面积达到 1.7万亩。公司负责人

谭国良，此前被评为全国种粮大

户，荣誉加身和前景看好，促使

他与周边大户搞联合，成功申报

省级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流转的面积大了，农忙时节

请人就成了难事。

2013 年 ，谭 国 良 种 地 1280

亩，“双抢”每天能请来百来号

员 工 ，家 里 天 天“ 办 酒 席 ”，在

“ 一 块 钱 能 买 九 个 包 子 ”的 年

代，光是包子费一星期就吃掉

了 6000 多元。如今有了机器的

加持，所需人工更少了，但愿意

冒 着 高 温 酷 暑 搞“ 双 抢 ”的 农

民，几乎难以寻觅。

醴陵市船湾镇阳政农机合

作社（下称阳政农机）理事长丁

艳君，从一名贫困户成长为种

田千余亩的“铁娘子”，最缺的

是帮手。在农时不等人的“双

抢”期间，她给农机手开出

300 元/天、插秧 200 元/天

的工资，跨省请来江西的

帮手。

谁来种地的问题，

也许种粮大户能够给

出答案，但谁来做帮

手的问题，势必要

找 到 新 的 解 决 路

径。海林农机理事

长 谭 海 林 坦 言 ，

合作社去年发放

的人工工资就超

过 50 万元，在种

地面积不变的情

况 下 ，今 年 还 要

增加。请人难、成

本高，成为农机

合作社的痛点。

2. 人越来越难请？

株洲需要多少家农机合作社？

1000家左右最为适宜。目前，株洲注册成立的

农机合作社 477家，比较活跃的不足 300家。

合作社如何走上更加光明的未来？

处理好规模与适度、产前与产后、多元与细分

的问题，用专业的眼光做更加划算的买卖。

又要怎样支持农机合作社的发展呢？

一方面，要围绕产业急需、农民急用，研发更多

符合农民需要的各类先进适用农机具，同时也要加

快选育、推广适于机械化作业、轻简化栽培的品种，

并且农业机械化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要始终保持

力度不减、热度不散。

只有农机合作组织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我们才

能“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让农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7. 答案

5. 产前与产后

6. 多元与精细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对这句话，田间调研更有发
言权。

7月25日至27日，记者实地考察醴陵、攸县和茶陵多家
农机合作社，与种粮农民、主管部门、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深
入交流，粮食生产的许多见闻，与以往有霄壤之别。

当种粮农民减少、土地更加集中，株洲 180万亩耕地需
要多少家农机合作社？在农机购置补贴持续加码、国家大力
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黄金周期里，农机合作组织如何走
上更加光明的未来？

一切探索，都在合作社的发展轨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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