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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托管”拓宽乡村共富路
大场镇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小切口，撬动试点农地托管服务等四项集成改革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11月27日，西海岸新区
综合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西海岸
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寒潮雨雪大风天气防
范应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全面部署寒潮天气防范应对
工作。
　　《通知》要求，各镇街、区综减委、
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严
格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确保重点部
位安全防范到位。
　　严密防范应对，要突出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通知》要求发改部门
指导电力部门做好供电工作，一旦出
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
工作；城管部门牵头做好全区的供水、
供气、供暖及雨雪结冰的防滑清 理
工作。
　　针对重点行业，《通知》要求应急
部门、各镇街指导做好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督促危化品领域企业加强安全
风险管控，加大巡检频次，及时做好提
醒部署，尤其要强化森林防火工作，针

对大风天气，强化火源管控，加强森林
火灾监测预警和林区巡查，细化实化
应急预案，做好灭火准备；海洋发展部

门及各沿海镇街全力调度好大风期间
海上作业船只回港避风和人员撤离上
岸；住建部门要加强寒潮雨雪大风天
气下的施工安全管理，重点抓好防风、
防坠落等措施落实，在大风期间要适
时停止塔吊、升降机等的作业和运营，
注意加固建筑围板、棚架等易被风吹
动的搭建物，做好危旧房屋等的隐患
排查工作，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
室外物品，遮盖好建筑物资等；农业农
村部门牵头，组织并指导养殖、种植企
业和农户对牲畜、家禽和农作物、果茶
等采取防寒防风措施。
　　《通知》要求，各部门要结合行业
领域特点，从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严防次生、衍生灾害事故发生。同
时，各镇街、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应
急责任，加强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
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保持通讯
畅通，时刻关注寒潮雨雪天气情况，
保持会商系统在线，便于随时开展会
商研判。

新区下发通知部署寒潮雨雪大风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要求从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切实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月28日，市民走过落满树叶的道路。□记者 王培珂 摄

小农田变大块田
粮食产能大提高

　　走进营楼村，成方连片的小麦地
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村里统一
托管土地，通过减垄增田、归并置换
等方式，把小农田变大块田，农田面
积扩充了10%左右。”同富田园合作
社理事长赵记茂介绍道，以前划分
土地的时候，户与户之间存在交界，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土地闲置，通
过减垄增田等方式，地块与地块之
间取消界限，增加了土地实际耕种
面积。“扩充的农田收益归村集体所
有，合作社通过政策补贴、规模化作
业，每亩地能增收300元以上。”赵记
茂说道。
　　记者从大场镇了解到，近年来，
农村耕地出现无人耕种、种植质量不
高等新情况，而同富田园合作社的出
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自成立
以来，该合作社聚焦破解土地细碎、
耕地闲置、经营粗放等难题，探索农
业社会化服务新路径，以“土地托管”
服务模式推动农业机械化、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走出了一条以农地托管
改 革 助 推 共 同 富 裕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之路。
　　如今，大场镇建设形成了集中连
片、配套完善、高产稳产、生态良好、
抗灾能力强的高标准农田，粮食产能
大幅度提高，低产田升级为高产田，

成为优质粮食生产基地。

建立生产联合体
整合资源促发展

　　今年以来，大场镇不断集聚全镇
土地资源和农机服务主体，搭平台、
扩渠道、优服务，为全域推广土地托
管服务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托
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走集
中资源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
有效途径。”赵记茂告诉记者，“同富
田园合作社自成立之初，就坚持引导

和鼓励镇域家庭农场、农机大户创办
农机合作社，发展一批农机经营主
体、整合一批设备资源优势，为土地
社会化服务培育带头人。”
　　2008年，姜永战牵头成立了青岛
勤耕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专门针对
大场镇农业种植特点，引进并探索改
良农机具。此后，依托合作社不断积
累的农机优势，姜永战的业务也逐渐
从农机销售维修延伸至粮食种植，
流 转 的 土 地 面 积 从 几 百 亩 增 加 到
3600多亩，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种
粮大户。在姜永战看来，这十几年
间传统粮食生产最大的变化就是机

械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今年
秋播播种了3600多亩小麦，别看这
么多地，全程都是机械化作业，四五
天就干完了，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
想的。”
　　目前，同富田园合作社已吸纳像
姜永战这样的农机大户93家，并联合
家庭农场等作为土地托管服务主体，
配套建设现代农业服务中心，集聚
300余名农机手、2800余台农用机械，
形成机具共享的生产联合体。

创办劳务合作社
奏响增收致富曲

　　“通过减垄增田、归并置换等方
式，大场镇整合4.8万亩土地，实行统
一供种、统一耕作、统一施肥、统一收
获的机械化作业，实现农民有保障、集
体有收益、合作社有利润、国家粮食有
安全。”大场镇党委书记彭善亮说道。
　　在此基础上，大场镇创办同富劳
务合作社，将全镇拥有一技之长的群
众组织起来，改变了原来群众自发性、
无序化流动就业方式，逐步形成了抱
团高质量就业新格局。“同富田园”与

“同富劳务”协同发展，不仅让村民的
钱袋子鼓了起来，更助力乡村产业提
质升级。
　　下一步，大场镇将继续坚持推广

“大托管”模式，将农业生产托管社会
化服务做大做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繁荣，推进共同富裕。

青岛勤耕农机专业合作社在进行小麦机械化播种。（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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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夏乾峰
　　
　　11月17日，西海岸新区大场镇营楼村村民曾令国来到自家地里，看到长势喜人的小麦满心欢喜。与往年不同，今年他与营楼村党
委领办的同富田园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托管合同，不但不用下地忙活，每亩地每年还可获得700斤小麦或等值的收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近年来，大场镇坚持把高质量党建作为促进共同富
裕的“红色引擎”，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小切口，撬动试点“农地托管服务、农民就近就业、农房多元盘活、农村经济融合”四项集成改
革，蹚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三农”改革发展的共同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