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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1_95_E5_86_9C_E6_c25_244137.htm 近几年来，我县根据

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实际及加快绿色产业的现实要求，按照

“协会、公司、经纪人”三位一体的组织模式和“好品种＋

订单”的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有效地解

决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对接，提高了农民

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2003年，全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233元，比上年增加347元，增长18.4%，

提前3年多实现了本届人代会制定的发展目标。2004年上半年

，全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429元，在上年同期高速增长

的情况下，增加了154元，增长12.1%。2004年1月至8月中旬，

全省共有74个县的考察团专程到元谋学习考察农技协工作的

经验及做法。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元谋这块土地上、在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地显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发展的活力。 

一、全县农技协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农技协经过17年的探索和

实践，从无到有，由少到多。2003年8月初，省委副书记王学

仁到我县调研农民增收工作期间，对元谋大力发展农技协，

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

增收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要在全省推广“元谋模

式”。楚雄州委州政府领导也多次深入我县调研、指导帮助

农技协的发展。州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大扶持农民专业协会

推进发展的意见”，制定了“对农技协牵头兴建的农业龙头

企业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及“允许农技协经营与其生产配

套的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物资”的相关优惠政策。在



盛州领导的关心及相关优惠政策的有力支持下，一年来，全

县农技协的发展呈现了“井喷”之势。截止2004年8月13日，

全县各类农技协由一年前的45个发展到92个，会员由2133人

（户）发展达到8372人（户）。这些协会中，按专业划分，

种植业57个，经济林果业13个，养殖业6个，加工企业2个，

其他14个；按协会发挥的作用划分，经济实体型45个占49%，

服务型25个占27%，技术交流型22个占24%。 二、元谋在发展

农技协中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业生产分散、规模化程度低、专业化服务困难、企业化管

理无法进行、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高，是农业综合效益低下

的一个主要原因。通过建立农技协，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

了农业的规模化程度，增强了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

和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户的“小生产”与“大市潮实现

了有效对接，在不违背土地承包制的前提下形成了规模化生

产，畅通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以元谋县果业协会为例，协会创造了“协会担保，农民贷款

，政府贴息”的模式，以葡萄、石榴的专业生产为主，新建

育苗温室大棚6720m2，建设了600亩无公害葡萄、石榴标准化

生产示范基地。在短短的一年内发展会员达1300户，带动会

员发展葡萄1265亩、石榴735亩，并投资70.65万元为会员户铺

设了滴灌设施，为会员担保贷款300多万元，产品获得了国家

绿色认证，有效地形成了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局面。 (

二)完善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促进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农技协在不改变产权关系，不削弱农民独立自主经营地

位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农民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将农民组



织起来，解决了目前集体经营在组织建设上比较薄弱的问题

，实现了有统有分，统分结合。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户的经营

成本，还促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了现有的双

层经营体制。目前，全县农技协共带动着7.5万多亩土地的生

产与经营，会员占到了全县农村人口总户数47200户的17%。 

（三）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技协通过提供信息、技术、加工、营销等方面的服务，及

时指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变“我能生产什么就向市场推销

什么”为“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生产经营什么”，改变粗放经

营方式，提高科技含量，发展“优、新、特”品种，有效促

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元谋清和果

蔬生产协会为例，协会现有会员672户，协会采取统一引种、

统一育苗、统一技术规范、统一分级包装收购、统一品牌销

售的生产经营模式，按照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组织会员开

发种植“绿兴”牌樱桃蕃茄，年示范种植樱桃蕃茄2000亩，

带动农户种植3000亩，平均亩产值可达4600元。仅种植樱桃

蕃茄一项，会员人均收入就达936元。据调查统计、分析，加

入协会会员与没有加入协会会员的收入相比，前者年收入比

后者多达200元以上，协会会员年均增收达26%。 （四）提高

了农产品质量，促进了优质农产品产业带的形成。随着城乡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特别是加入WTO后农产品加

工、出口的需要，农产品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高效农业发

展的“瓶颈”。分散的农户生产，无法对农产品生产环节进

行全程控制，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农民素质不高，没有绿色环

保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小，成本高，无法落实。通过农

技协，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统一品种、统一配药施



肥、统一加工、统一包装销售，有效地推动了优质农产品产

业带的形成。至2004年8月中旬，元谋县通过国家认证的无公

害农产品达24个，绿色认证1个，共计获得25个证书，其中，

绝大多数是通过协会申报认证。 （五）培养了农民的民主意

识，促进了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农技协的民主管理是协会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员通过参加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共

同管理协会的事务，协会与会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些

基本原则、理念和价值，培养了农民参与管理经济生活的民

主意识，促进了农村的民主化进程，推动了农村的政治文明

建设。 三、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重点 当前全县农技协发

展虽然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但从整体上看仍处于发展初期，

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服务力量上，面

临着转变职能与经费不足的双重压力，难以满足广大农民要

求益高的服务要求。二是在服务内容上，偏重于粮食、蔬菜

等常规农业的生产服务，重生产轻流通，产后服务相对滞后

，尤其是加工类型协会的层次低、数量少。三是在内部管理

上，一些协会仍处于松散状态，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不强；

依托“能人效应”管理和运作，制度建设还较薄弱；成员绝

大多数是农民，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五是在宏观外部环境方

面，还需要配套性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支持和保护。 针对上

述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今后应重点从以下方面加强农技

协的建设： （一）坚持按“协会、公司、经纪人”三位一体

的组织发展模式，重点将现有协会培强做大。加快对有一定

发展潜力的服务型和技术交流型协会的改造升级，将其整合

为新的生产经营实体；加大对重点龙头协会的扶持，促其尽

快做大做强，发挥产业龙头带动作用，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



优质服务。 （二）敏锐把握市场动态，积极引进发展精、优

、特、新的特色农产品，以特色来开拓和占有市场，避免产

品雷同带来的恶性竞争。打破地域界限，广泛吸收农业龙头

企业、科技人员、农产品营销大户加入协会，加强协会的市

场开拓和产品营销工作，大力发展加工型的协会。 （三）坚

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引导而不包办，扶持而

不干预。加强对农技协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组织县

级相关部门深入协会帮助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推动其按照

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动作。 （四）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部运

行机制。一是完善组织管理机制，健全理事会、监事会，加

强民主管理；建立健全人事、劳动、财务、物资、营销等管

理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对农技协工作人员实行经济利益与

经营、管理、服务挂钩的责任制。二是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适当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更

好地体现“劳动联合”的经济特性，调动会员的积极性。三

是完善监督机制，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社会监督作用，对农

技协是否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从事经营及社会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同时，发挥协会监事会和会员的内部监督作用，加强

对其经营管理情况特别是财务上的监督检查。 （五）加大扶

持力度，优化农技协发展的外部环境。一是加快制定与实施

促进农技协发展的配套性政策，在财政、信贷、工商等方面

支持服务上增大力度；二是为农技协发展提供各种及时、全

面、准确的信息支持，帮助其做好融资、征地、人才培训与

聘用等方面的工作；三是组织多种类型的培训班和考察学习

，帮助协会管理者开阔视野，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及科技文化

素质。 （六）以“云岭先锋”工程为契机，在条件成熟的农



技协中建立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农技协中的带动、监

督和保障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