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搞土地托管，这些地有可能要荒着了！”走在

衢州市柯城区上铺村的连片稻田间，村党支部书记江增

说道。眼前的土地原本分散在数十位村民手中，由于耕

地零散导致大型农机无法下田，随着村民年纪都大起来

了，原有的小户承包小片土地种植的经营模式难以为继。

“针对这种情况，上铺村在2020年开始尝试‘集体托

管+五五分成’模式，将农户闲置耕地统一流转给村集

体，村集体提供耕、种、管、收等‘一站式’服务，收益按村

集体和农户五五分成。”江增林告诉记者，今年是“上铺模

式”实施的第四年，签约农户从最初的 65 户增加到 220

户，集中托管土地面积也从当年的80余亩扩大到220余

亩。

距离上铺村3公里的上清村，同样上演着土地托管

促增收的故事。“除了村里每年给我600元/亩的土地租

金，我还负责水稻的种植和管护，每天有150元的收入。”

上清村村民姜建华笑着说。

“如今，上清村土地流转农户已发展至130多户。”上

清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吴催兴告诉记者，就在“上铺模式”

实施的隔年5月，上清村引入该模式，从45户农户中流转

70亩土地，因地制宜采取“水稻+油菜”轮作模式。“包括

上半年种油菜收益的6万余元，今年村集体收益预计可

达50余万元，带动2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村民可增

收15万元。”吴催兴说。

开垦荒山、挖掘沟渠、种植茶苗、修剪枝叶……位于

江山市新塘边镇东山村的千亩生态有机茶园项目建设基

地内，满山茶生机勃勃。

“东山村的位置比较偏，以前这几个山头都荒着的。

现在，镇村以生态茶园项目为依托，整合项目资金500余

万元用于开发建设，目前已完成配套道路3500米、沟渠

1800米、蓄水池4个及喷灌设施、茶苗采购、土地清表等

工作。”江山市新塘边镇东山村党总支书记毛杨炳相告。

近年来，江山市持续引导农户将零散土地委托村集

体统一流转、测量、规划，并灵活采取土地互换、土地入股

等方式，妥善处理现有“夹心地”“插花地”等问题。目前，

新塘边镇先后流转东山村东山片、永丰村溪顶山片、永丰

村杨家山片共 300 多亩连片集中土地用于茶园一期建

设，后续预计将纳入超2000亩周边镇村土地，项目建成

后预计亩均产值可达9000余元。

把农村土地通过托管方式集中到村集体后，如何引

入合适的托管方，变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为规模化、集约

化、机械化生产，是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所在。

董红专是龙游县远近闻名的种粮“土专家”，他成立

的浙江红专粮油有限公司，可为当地260多位种粮大户、

5万余亩农田提供代育秧、代耕、代收等农机服务。

“数字化育苗能将育苗周期从原来的 35 天缩短到

25 天，植保无人机播种能把每亩种子用量控制在 8-10

公斤，而且播撒的种子更均匀、更高效……”面对众多

农业现代化设备，他向记者如数家珍，“从 40 年前仅有

的32亩地，到如今连片种植两万多亩水稻，这一切的蜕

变得益于在整合土地的基础上，善用农技、农机。”董红

专如是说。

“龙游县水稻一般一年生产两季，前后茬换茬时间只

有20天左右，在农忙时，我们会利用不同省份农业时差

来解决用工问题，例如引导江苏的服务主体来本县承揽

业务、从东北调配农机手来本地操作等。”董红专告诉记

者，目前，除了水稻生产“一条龙”服务，公司还会免费开

展农技培训、品种推广等，通过改善生产条件、规模化连

片种植、大量采用新品种新技术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种植成本，真正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村

集体经济增强的多方共赢目标。

今年，衢州市以31.8万亩的早稻播种面积位居全省

第二位，早稻总产量达12.76万吨，创近7年新高。在农

业“双强”行动牵引下，该市已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1302家，今年开展农机作业、统防统治等服务174.94万

亩。

开展规模化经营，不仅能有效提升耕种效率，更为探

索多元化种养模式、提高亩均效益奠定坚实基础。近年

来，衢州市选育优质高产水稻、大豆、油菜等粮油作物，在

龙游县、常山县实施“水稻—大豆—油菜”轮作模式，提高

耕地利用率。龙游县塔石镇创新推广“稻豆油”三熟轮作

模式，积极引导村经济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农民三方合

作，今年共种植鲜食大豆 7000 多亩，带动农民超 2000

人。同时，该市在不改变耕地地类的前提下，以柯城区、

衢江区为试点，实施“稻虾共生”“稻鱼共生”“稻蟹共生”

等种养模式，亩均增收4000—6000元。

展现“技”能 提高农业效益

夯实“耕”基 唤醒“沉睡”土地

开化龙顶、土蜂蜜、山茶油、食用菌……在

刚刚落幕的2024浙江农博会上，开化县组织

10 家农产品经营主体和钱江源区域公用品

牌，携100余种特色农产品和小吃亮相现场，

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近年来，我县通过土地流转、农户入股、

农事托管等形式，为产业发展腾出更多空间，

因地制宜发展茶叶、中药材、清水鱼等‘土特

产’，并通过联合种养、统一收购、产品加工、

有机认证、直播带货的全链条产业模式，实现

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开化县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农产品的规模化订单生产、标准化技术管

理、品牌化市场营销，形成强大的品牌效应，提

升附加值。据了解，在“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过程中，该县大力发展“两山集团+品牌

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的订单农业，逐步构

建起“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企业加盟”的钱江

源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格局。经过不到3年的

发展，品牌已囊括绿色水产品、农产品、餐饮、

生态旅游等多类型特色产业。2023年末，“钱

江源”品牌产品年产值达40亿元，带动农户10

多万人。

开化县的发展并非个例。记者从衢州市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近年来，该市通过全方位

布局建设集农产品生产、仓储、加工、包装、展

示、销售于一体的共富产业园，开发以稻田插

秧、龙虾垂钓、果园采摘等农事体验为主题的

旅游产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龙游县横山镇

打造莲子种植和研学基地，推出荷花宴和莲蓬

采摘体验，每年吸引游客2万多人次，带动周

边农户增收1000余万元。

“我市将进一步挖掘开发乡土特色资源，

通过传统产业升链、优势产业延链、短板产业

补链、新兴产业建链，推动乡土资源向特色产

业活化转化，助力更多‘衢字号’‘土特产’多维

度增值，做好土地托管经营的‘下半篇文章’，

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衢

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拓宽“链”路 助推产业融合

土地托管巧生“金”
□本报记者 张雅萌

衢州“七山一水二分田”，耕地资源较缺。近年来，该市探索创新土地托管、土

地经营和产业经营模式，唤醒“沉睡”资源。

一组数据有力诠释改革成果：2023年以来，该市重整良田6.19万亩，带动6

万农户增收。截至今年6月底，该市共有239个村开展土地托管，托管面积3.7万

亩。土地经流转，实现小田变大田、闲田变忙田、差田变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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