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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

2006 年，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体系，在浙江

大地开启了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再创新再完善的新的改革历程。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丽

水之赞”的光荣赋予地的丽水，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一场围绕构

建“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的创新实践，在广袤的丽水农村迈开了坚实的

步伐。

文/徐小骏 刘任和 杨小明

丽水地处山区，农业产业仍是
当地百姓增收的主要渠道。近年
来，我市以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难、融资贵为目标，积极探索农合联
农业主体金融支持创新，着力打造
授信、贷款、担保、互助、顾问五大金
融赋能平台，助力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实现百姓共同富裕。

为实现金融支持精准化、个性
化，市供销社在全市开展农合联（产
业农合联）会员规范化建设，并与省
农信联社丽水办事处全面开展信用
（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出台会员分
类管理和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其中
在会员贷款方面，市供销社与丽水
农信深度合作，推出农合联“丰收农

合通”专属金融产品，创新“茶链通”
“菌链通”“油链通”产业链贷款，以
满足不同会员群体贷款需求。2017
年以来累计发放信用贷款 1.4万笔，
金额 36.3亿元。

市供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满
足产业农合联会员金融需求的同
时，我市还积极为会员创设多种形
式的担保途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风险补偿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金
融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 10 月，
市金融办、市供销社还联合启动金
融顾问进驻产业农合联，确定 10个
重点产业农合联，选聘 24名金融顾
问开展一对一“保姆”服务。

从“小资本”到“大创业”
农民创富走向合作共创

持续深化“三位一体”改革

铺就山区百姓共同富裕幸福路

疫情之下，如何平稳有序保障
老百姓“菜篮子”？今年 4 月，位于
松阳桃花源小区附近的 24 小时营
业零接触式售卖“共享菜篮子”开
始试运行，试运行期间每天都有近
百人以自助下单的方式采购菜品。

借助数字化手段，自助选购、感
应称重、自行支付的方式，不仅为市
民节省了排队等候的时间，还大大
减少了接触范围，让市民在选购菜
品时更加安全放心。“这里每样菜品
都是分开放置的，大家需要什么就
拿什么，最大程度减小了接触，比较
安全。”市民夏宝莲表示。

如今在丽水，像这样的社区服
务点位共有 30个，在全面助力山区
农产品销售的同时，也搭建起了社
区安全便捷的“菜篮子”。

而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放眼

全省乃至全球，丽水还与杭州萧山、
宁波北仑、嘉兴南湖和平湖等 17地
供销社合作设立农产品专柜 46个，
先后组织开展或参加展销活动 188
余次，实现农产品销售 2.18亿元，致
力打造长三角精品农产品的重要供
应基地；建设景宁 600、庆元供销优
选、龙泉农师、遂昌味道、莲都“山超”
等一批营销联盟（共同体），推动农业
主体抱团发展、扩大市场。青田还借
助全国著名侨乡优势，建立侨乡农品
城海外合作仓2个，在国外设立专柜
100个，仅去年就带动农产品远销海
外2500余万美元。

此外，市供销社还积极打造丽
水供销线上年货节、龙泉市山区版

“供销 e 城”等网上销售平台，确保
高山农产品既“走得出”又“卖得
俏”。

从“小平台”到“大合作”
供销服务取得新成果

2021年，我市召开全市农合联产业信用服务工作推进会。

“浙丽供”致富车为留守老人代购年货。 “浙丽销”致富车收购留守老人种植的蔬菜。

松阳县共享菜篮子。

联合求发展，合作兴“三农”。
过去的五年，全市上下高位推动、勇

于创新，农合联改革扎实有序推进。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合联改革，不断加
强组织领导，2015 年以来先后 4 次出台

政策，3次召开“三位一体”改革推进会，
以联合更紧、合作更实、融合更深为方
向，纵深推动农合联改革发展。

目前，全市已全面构建起市县镇三
级农合联组成的区域农合联组织体系，

完成 1个市级农合联组建、9个县级农合
联和 138 个乡镇级农合联组建，吸收农
合联会员 6843个，实现农合联内部服务
资源聚合协同、外部服务资源联合协作，
为农服务联合合作、共生协同的“大合
唱”越唱越响。

如果说区域农合联是“纬线”，那么产
业农合联则是“经线”。作为山区市的丽
水，一直以来，农业产业特色鲜明，但规模
化、市场化不够，融资困难、销售渠道不
畅，如何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促发展？

丽水在摸索中尝试，于全省率先开
展了产业农合联建设探索工作，并在全
省推广，产业农合联成了为农服务的新
平台，让低层次的农户“小合作”开始走
向高层次的产供销“大联合”。

目前，已累计建立起 60个产业农合
联，覆盖丽水香茶、食用菌、高山蔬菜等
丽水九大农业主导产业，惠及近 3000个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辐射带动 8 万多户
农户增收致富。

从“小组织”到“大联合” 为农服务有了新平台

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村落
散、人口少、交通不便，是我市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三位一体”改革中，市供销社聚焦
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难题，致力于共富
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找准改革助共富
的发力点。2021年以来，在云和先行试
点的基础上，在全国首创流动供销致富
车项目，迅速在全省推广。

“浙丽供”保生活，“浙丽产”促生产，
“浙丽销”促增收，一保两促、三车并驱，
促进乡村共同富裕。坚持党建统领，围

绕“红耀绿谷、强基共富”工程，由市委组
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供销社牵头实施
流动供销乡村共富党建联盟建设，在全
市全面实施保供便农、产业兴农、增收富
农、服务惠农、平安护农“五大行动”。

通过数字赋能，创设流动供销致富
车数字化应用场景，线上开通“我要买”

“我要卖”“我要办”“我要贷”“我要帮”等
跨层级服务平台，探索了一条“三位一
体”改革、乡村共同富裕的丽水跑道。

目前，全市已开通流动供销致富车
175辆，服务覆盖1176个山区村，为山区群

众提供服务15.08万件次，服务里程186.7
万公里，日均达1万里，带动群众月增收达
2350元，成为“日行万里”的共富车。

我市首创流动供销致富车项目，重
塑生产、供销、信用服务一体化模式，走
出了一条改革发展与共同富裕互促共进
的新路子。流动供销致富车项目先后获
得全国县域流通六大典型案例、全国农
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写入了 2022年
省委一号文件、市委全会和市政府工作
报告，谱写了山区共同富裕最靓丽的“流
动风景线”。

从“小切口”到“大民生” 打造流动供销共富样本

服务农村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始
终是农合联的主责主业。近年来，市农合
联针对60个产业农合联服务需求，推行为
农服务“十法”，实行“一业一联”分类施策，
全面提供产供销一体化服务，成效明显。

其中青田县农合联组建农发公司，
对稻米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品种、统一种
植标准、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形象的“五
统一”管理，短短一年时间，青田稻鱼米
身价陡增，售价由每公斤的 6至 8元一跃

至 15至 30元。市茭白产业农合联参与
研制推广茭白专用肥，每年减少施用量
2870 吨，每亩增产 80 余公斤，农合联理
事长李春萌也因此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

而莲都区枇杷产业农合联，引进加
工流水线，提高枇杷产业附加值，年销售
额突破 1100 万元。庆元锥栗产业农合
联实行“公司+农户”模式，有效解决锥栗
生产、销售问题。龙泉蔬菜产业农合联

通过公司化运营、规模化种植，实现小茄
子平均销售价格三年翻一番。

此外，市农合联还与市生态农业协
会倡议“对标欧盟·肥药双控”工作，发布
并落实禁限用农药品种四批次 152 个，
替代品种 112 个；实施“农作物放心工
程”，开展农技培训 112 期，培训近万人
次；建成省级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20
个，开展“现代农业+丽水山耕”品牌服务
中心建设……

从“小服务”到“大配套” 农业服务走向综合协同

回首过去五年，成绩有目共睹，经验弥足珍贵。展望未来五年，丽水的
“三农”工作仍将处于重要的窗口发展期、战略机遇期和现代化建设黄金期。

丽水农合联将聚焦缩小三大差距问题，奔跑进取、攻坚克难，凝心聚
力在创建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新征程中开新局，努力创造新
业绩，为建设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丽水贡
献力量。

流动供销致富车数字化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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