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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2015 年 10 月，省委、

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体系的若干意见》。围绕中央、省委部署，市委、市

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构建

“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若干意见》。

从中央到浙江再到杭州，这些一脉相承的改革

举措将给“三农”带来何种改变？本报专访了市供

销合作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华德法。

杭州日报：“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华德法：简单来说就是将全市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和各种为农服务组织联合起来，联动推进供销合

作社、农业经营、农村金融、涉农管理等体制改革，

构建具有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三位一

体”服务功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各级农

合联本着自愿加入、民主管理、共建共享的合作制

原则组建，是党委政府领导下，以为农服务为宗旨

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实行“农有、农治、农享”。

杭州日报：为什么要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体系？

华德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

重视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明确提出构建生产、供销、

信用“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从问题导向来看，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体系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日益

成长起来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社会化服务

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如技术创新、信贷供给、精

深加工、品牌营销、连锁配送等，而主要依靠农民合

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各自为战的现行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难以提供这些服务。二是农民合作社等

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全产业链经营、分享全产业

链利益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而分散、弱小的农民合

作社没有能力到技术、资本相对密集的领域投资经

营。

从我市实际来看，构建“农合联”组织体系既有

必要、又有条件，有利于推动我市以农户家庭经营

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形

成，也有利于构建农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分配机

制，进一步激发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杭州日报：构建这一组织体系要实现怎样的目
标任务，又如何实现？

华德法：形象地说，就是要构建“一体两翼”的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体”就是要组建复合型组

织——农合联；构建“两翼”就是要发展立体式服

务，包括以农民合作基金为保障的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的产业经营服务和以资产经营公司为

引领的横向、纵向的投资经营服务。力争通过 2 至

3 年努力，在全市构建起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

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及有效运转的体制机

制，使其成为农村家庭经营和商品流通的服务综合

体、农业一体化经营和服务产业的利益共同体、农

业公共服务和政策实施的供给中介体，更好地在农

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发挥作用。

杭州日报：供销合作社在农合联扮演什么样的
角色，发挥什么作用？

华德法：市供销合作社与共和国同龄，经过 67

年的改革发展，已经成为全市最具规模的为农服务

的合作经济组织，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连续11年在全国供销系统综

合业绩考核中位列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一方阵，去年

高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走在了全国系统前列。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市供销系统将以这次改革为

契机，使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三位一体”农合联

改革形成叠加效应，让供销合作社借助农合联这一

大平台，重回农民怀抱，重构合作体制，重显自身价

值，重创供销辉煌。

具体而言，供销合作社在全市构建“三位一体”

农合联中具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管理职能，

按照“农合联执委会依托供销合作社组建”的要求，

以供销合作社现有机构、班子、人员为基础，履行农

合联执委会的各项职能，承担农合联日常执行管理

事务；二是服务职能，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组织网

络、流通渠道、经营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依托农合联

大平台，牵头组建农民合作基金和资产经营公司，

在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务领域为农合联会员和

农民提供普惠性、多样化、个性化的精准服务。

生产供销信用协同发力 深化改革撬动农民合作

打造供销合作社与“三位一体”改革“杭州样本”

专访市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华德法：

联合合作强发展 “三位一体”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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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再启新征程。
日前，杭州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体系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
在总结前期农合联组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杭州“三农”发展实际，勾勒出了一幅生产供
销信用协同发力，深化改革撬动农民合作的发
展“路线图”。

依照“路线图”，杭州市将依托供销合作社
系统，整合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要素资
源，将农合联这一聚合多方主体的社会团体，打
造成共建共享的有效载体、为农服务的综合平
台。

同时，《意见》也给出了深化改革的具体“时
间表”。杭州将力争到今年底前，完成西湖、萧
山、余杭、富阳、桐庐、淳安、建德、临安等 8 个
区、县（市）的县乡两级农合联和市农合联组建；
到2017年底，培育一批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
务体系可供复制的示范典型；到 2018 年底，全
市基本建立三大服务体系和有效运转的体制机
制，初步形成以农合联为大平台的大合作、大服
务、大产业全面发展新格局。

“我们将始终坚守为农服务的初心、市场经
济的方向和合作组织的属性，努力打造供销合
作社和‘三位一体’改革的‘杭州样本’，全力破
解生产效率、产销渠道、资金融通等‘三农’发展
中的核心问题。”市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理事
会主任华德法介绍说。

城市化进程浩浩汤汤，资源要素约束不断趋

紧，在今日之农村，“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等问题

亟待求解。

杭州以创新生产服务体系回应这一设问。新

近发布的《意见》提出，杭州将实施“农业社会化服

务惠农工程”，推进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打

造集大田托管、种子种苗、统防统治、配方施肥、加

工营销、冷链物流、农技培训等服务于一体的区域

性生产服务综合平台。实施“智慧农资工程”，创新

农资服务方式，开办线上、线下“庄稼医院”，推进农

资供应与技术服务有机结合。此外，还将规范发展

农产品经纪人、农资等行业协会，承担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的社会服务。

植根于基层的探索已然展开。杭州市萧山区

的农民已经尝到了创新生产服务体系的甜头。比

如萧山区供销合作社所属的萧山农资公司与戴村

镇南三村、吉天农业公司、舒兰家庭农场和 8 个种

粮大户签订了托管服务协议，创立涵盖“耕、种、管、

收、加、销”的一条龙、一体化、全程化的“田保姆”服

务模式，服务面积已达8762 亩，“谁来种地”、“地怎

么种”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同时，也迈出了供销合

作社传统农资企业由“一买一卖”流通型企业向现

代农业综合服务商转型升级的有力步伐。

此外，通过创新生产服务体系，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小、散、弱”的格局也得到扭转。“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合作模式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益。目前，全市供销系统领办创办的农民合作社

已达 602 家，其中有全国示范社 40 家，省级示范社

82 家，市级示范社 93 家，联合社 25 家。由萧山农

资公司牵头组建的广农粮油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现

建有千亩粮食生产示范基地，吸收了34 家粮油、果

蔬、农机、农资、植保类合作社入社，涉及农户 861

户、服务面积 5 万余亩，还承接了萧山区财政扶持

粮食生产涉及的多项补贴的审核和兑付工作，累计

已为社员审核兑现补贴资金 392 万元。其种子种

苗基地已经与26个镇街农技部门、50余家合作社、

100 余户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建立了对接直供关

系，服务面积达15万亩。

收成好却卖不掉，这素来是缠绕在农民心头的

一块心病。打通从田间地头到需求终端的“肠梗

阻”，知易而行难。

为了让农产品供销“货畅其流”，《意见》明确指

出，要进一步完善供销服务体系。杭州将支持供销

合作社加强农产品流通网络和市场建设，对符合条

件的优先列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支持供销合作社

开展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推动多种形式的产销对

接；支持供销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改造提升

基层经营服务网点，参与城乡服务站（点）建设；支

持供销合作社参与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合作

发展经营服务综合体、村级综合服务社；深化“新网

工程”（农资、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建

设，支持供销合作社为城乡居民提供文体娱乐、养

老幼教、就业培训、生态养生、休闲观光、乡村旅游

等多样化服务。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今年以来，全市供销合

作社系统农批市场的交易额已超 102 亿元，在水

果、茶叶等领域发挥了流通主渠道作用。此外，余

杭区供销社承担了 7 个农贸市场、1 个专业市场的

运营、管护；淳安农合联搭建 1 个县级综合营销平

台，提升 6 个片区基层供销服务站点，整合 23 个乡

镇购销服务网点，打造“1+6+23”的为农服务经济

利益共同体，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作为我市“党

建带社建、村社共建”试点单位之一的临安清凉峰

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则通过完善供销服务，实现了

玉屏村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的双增收。公司由

临安市昌化经济区供销合作社和临安市安恒利绿

色食品公司合作组建，是集体资本与民间资本融合

发展、组建新兴基层供销合作社的代表性样本。它

旗下的电商产品展示体验中心，集电商服务、淘宝

体验、产品展示、货运仓储为一体，通过推出各项促

销活动，网店点击量逐月提升，有力拉动了当地农

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正是通过因地制宜，多种形

式组建与农民紧密联结的新型基层供销社，目前全

市供销合作社已组建 134 家（乡镇）基层供销社，实

现了全市涉农乡镇（街道）组织与服务的全覆盖，其

中有7家还成为全国标杆基层社。

构建信用服务体系
疏通农业“资金血脉”

农业生产经营“看天吃饭”、产出周期长的属性，让

其天然处于获取融资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传统金融服

务难以覆盖的“长尾”。

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稳步发展农民资金互助、保

险互助、农信担保等多种金融服务，不断扩大普惠金融

覆盖面。在杭州建德市大同镇，资金互助社就极大地

缓解了农民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大同镇桑盈资金

互助社成立于 2011 年 1 月，是杭州市首家农村资金互

助社，由大同蚕桑专业合作社社员及家庭成员自愿入

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金融服务。自

成立以来，桑盈资金互助社就坚持风控发展“两手抓”、

管好用活“两手硬”，堪称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的标杆和

范本。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茅临生、副省长朱从玖都

曾给予高度评价。

成立农村资金互助社，正是破解农村融资痛点

的一种创新形式。为了实现杭州农村金融服务的

普 惠 化 和 便 利 化 ，《意 见》也 给 出 了 方 向 性 指 引 。

杭州将在已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会试点的

基础上，引导有条件的农合联成员合作社合法稳妥

开展资金互助会建设，市县两级待条件成熟后组建

农民资金互助联合会。建立农合联与农信机构等

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健全全面覆盖农合

联成员的授信服务与担保服务相衔接的普惠金融

服务体系。支持市和区、县（市）供销合作社参与

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支持市供销农信担保公

司增资扩股，转型为政府主导、服务“三农”的政策

性融资担保机构。允许符合条件的供销合作社企

业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试点。

支持供销合作社设立消费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

司、小额贷款公司、转贷公司，探索介入农村保险

互助、农村产权交易。

“目前，改革正按时间节点要求有序推进。”市供

销合作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华德法介绍说，“下步，

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紧

紧抓住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构建‘三位一体’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这一历史机遇，依托农合联这一大平

台，完善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务功能，抓紧培育一批

可供复制推广的示范典型。”

创新生产服务体系 求解“谁来种地”之问

完善供销服务体系 助推农产品“货畅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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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已组建1 个县级农合联、6 个片区农

合联，设立合作基金1000万元。县级农合联会员

127个，其中团体会员100人，个人会员27人。

临安：已组建1个市级农合联、15个镇级农

合联，设立合作基金1000万元。市级农合联会员

147个，其中团体会员102个，个人会员45个。

建德：已组建1 个县级农合联、15 个镇级

农合联，设立合作基金1000 万元。设立由市财

政、农合联、信用联社三家风险共担的农信担保基

金 2000 万元。县级农合联会员 137 个，其中

团体会员98 个，个人会员39 个。

桐庐：已组建1 个县级农合联、8 个镇级农

合联，设立合作基金1000万元。县级农合联会员

134个，其中团体会员115个，个人会员19个。

萧山：已组建1 个区级农合联和4 个片区

农合联，将设立5000 万元的农民合作基金。区

级农合联会员162 个，其中单位会员116 个，个

人会员46 个。

富阳：已组建1 个区级农合联和5 个片区

农合联，将设立2000 万元的农民合作基金。区

级农合联会员139 个，其中单位会员114 个，个

人会员25 个。

市本级农合联和西湖、余杭区级农合联组建正
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