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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村社员们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时来到吉格斯太镇龚吉仁村交流学习邻村社员们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时来到吉格斯太镇龚吉仁村交流学习。。恩格贝镇柳子圪旦村设施农业产业园恩格贝镇柳子圪旦村设施农业产业园，，工人在为苗圃浇水工人在为苗圃浇水。。

■上接第 1版 这一模式是新时代农
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
果，有效弥补了“共同富裕”与“谁来种
地”的空白点，是乡村全面振兴的自发
性改革创新。

于是，达拉特旗将这一做法提炼总
结为“党建引领统种共富”模式，并设立
专项资金，鼓励更多的村子进行土地合
作经营。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官牛犋
南社“党建引领统种共富”模式的成功
实践，激励着达拉特旗更多村社开始探
索适合本村的土地规模化、合作化经营
道路，转变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
业，涌现出了吉格斯太镇蛇肯点素小麦
面粉、展旦召苏木道劳村朝天椒、昭君
镇昭君传奇大米、恩格贝镇柳子圪旦村
贝贝南瓜等地标性特色产业。

2023 年，全旗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面积达 120万亩，其中推广“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土地合作经营面积75万亩，
直接带动6万农牧民增收致富；全旗粮
食产量突破17亿斤，喜获二十连丰；农
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6562 元，增长 7.9%；132 个嘎查村集
体经济纯收入均突破 20万元，经营性
总收入突破7224万元，增长79.57%。

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从
“分田到户”到“分红到人”，在一次次关
乎农村改革的探索创新中，达拉特旗都
鲜明地展现着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
奋进精神。

必由之路：从“满天星”
到“万亩方”。“小田变大田”
改革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必由之路。达拉特旗的“党
建引领统种共富”模式通过
将小块、分散的农田整合成
连片、集中的农田，促进了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
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
质量，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
进程

放眼达拉特旗广袤田野，昔日分散
的“巴掌田”已逐步隐入历史云烟，取而
代之的是一片片整齐划一、生机勃勃的
万亩良田。

2023 年，吉格斯太镇龚吉仁村以
“村”为单位推行“党建引领统种共富”
模式，共整合了 10500亩土地。今年，
全村 13578亩土地全部完成了整合并
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今年春耕前，我们就将土地平整
工作完成，管道、井房、蓄水池等基础设
施也全部完工，目前 13套灌溉系统已
全部投入使用。”龚吉仁村公鸡林社社
长贾瑞峰说。

据贾瑞峰介绍，龚吉仁村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选用的是国际先进的耐特
菲姆高效节水灌溉系统，这也是达拉特
旗所有高标准农田的“标配”。“这套系
统最大的特点就是‘节水增效’，经测
算，该系统亩均用水 200立方米，较普

通滴灌节水150立方米，节水效率40%
以上。”

从官牛犋南社起源的“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土地合作化经营模式，最初
是当地为了解决耕地细碎化、农牧民
老龄化、农业生产低效化等长期困扰
农业发展的难题，帮助面广量大的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而进行的
一次积极探索。

而实际上，这场以“小田变大田”土
地合作化经营为典型特征的创新实践，
更是达拉特旗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开展“小田并大田”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农业强旗、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019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指
出，在有条件的村组，结合高标准农田
建设等，引导小农户自愿通过村组内互
换并地等方式，促进土地小块并大块，
引导逐步形成一户一块田。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总
结地方小田并大田等经验，探索在农民
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
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

同年 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
稳妥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鼓励各地采取“承包权不
动，经营权连片”方式，因地制宜探索解
决承包地细碎化的路径办法。

有中央政策引领，有各级资金扶
持。达拉特旗积极呼应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趋势，强力推动“小田变大田”的改
革探索。

如果说当年“大田变小田”的“分”
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提高农民生产积极
性，那现在“小田变大田”的“合”则是为
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盘活农村资源。

达拉特旗的“党建引领统种共富”
模式，本质上是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和
服务规模化经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群众收益，最终
实现土地资源最大化、经济效益最优
化。这个有效抓手，不仅能破解“谁来
种地”的发展难题，而且很大程度上也
加快了农村共同富裕的步伐。

在具体操作中，达拉特旗结合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按
照“三打破、五统一、一重新”大破大立
治理模式，即打破农户的承包界、地块
界、渠沟路布局，统一开挖渠沟、修整
道路、植树造林、平整土地、划分地块，
完成整治后重新分配经营，实现自然
地块“小并大”，确股确权不确地、经营
模式合作化。

为了确保“党建引领统种共富”模
式高效运行，达拉特旗又打出三张“保
障牌”：一是增强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
统种共富”的威信和能力，提升“统种”
效能。形成党小组建在“统种”链、党
员聚在“统种”链、群众富在“统种”链
的“三链协同”模式，带动集体经济“增
收益”、广大农民“增红利”；二是通过
入股经营、合作开发等方式激活资源
资产，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统筹管理
村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
村供销合作社，培育新型合作服务组

织和服务体系。三是构建农业科技创
新主体、服务主体、应用主体协同创新
体制，把智慧“统种”当成“新农活”，使

“体力活”成为“技术活”，从“靠经验”
到“靠数据”，加大科技在整个“统种”
生产链条中的应用。

截至 2023 年底，全旗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154万亩，不仅夯实了粮食安
全根基，也有效保障和实现了农户承包
经营权益。

从匠心点睛到串珠成链，再到全域
发力提质扩面。达拉特旗“党建引领统
种共富”模式正在向纵深推进。“目前，
全旗9个苏木镇52个行政村、100多个
自然村在推广这一模式，土地合作化经
营总面积突破 100万亩。”达拉特旗农
牧局副局长牛俊峰说。

治本之策：从“统种共
富”到“共治共享”。“党建引
领统种共富”模式是解决农
村问题的有效抓手，不仅解
决 了“ 农 村 老 年 人 种 不 动
地、年轻人不会种地”的难
题，也使老年人能更好地享
受晚年生活；解决了土地纠
纷矛盾，实现了农村社会治
理根本改善，加快了农村和
谐共富的步伐

“谁来种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解决“谁来种
地”问题，开出破题良方：以小农户为基
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
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

当前，随着“党建引领统种共富”模
式的不断推广，达拉特旗“谁来种地”的
问题正在逐步破解。

4月8日，王爱召镇东兴村安东社，
一场热热闹闹的分红大会正兴高采烈
地举行。

在这次分红大会上，30户116名村
民共计拿到144余万元的分红款，人均
分红达12464元，较过去流转土地每人
增收近7500元。

“我家 6 口人一共分了 6 万余元。
一年下来，我不用自己种地，年底就能
拿到分红款。今年继续入股合作社，跟
着党的好政策走！”75岁的安东社村民
刘军发拿到分红款乐得合不拢嘴。

东兴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全村共
有土地1.1万余亩，人均耕地仅6亩多，
而且6亩的承包地又被分成十几块，零
散分布在各处。

过去，在东兴村，像刘军发这样年
逾古稀的老人还在下田种地也很普遍，
五六十岁的就算村里的“年轻人”了，是
壮劳力。

“近些年，村里人口老龄化严重、水
肥利用率低等原因使土地资源得不到
高效使用，全村整体经济收入不高，村
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现代化种植
业遇到瓶颈。”东兴村村委会副主任杜

文彬说。
为 了 解 决 人 口 老 龄 化 难 题 ，从

2022年起，东兴村走上了“党建引领统
种共富”的道路，对全村 8个社 12000
多亩土地进行整合，由合作社进行统一
经营。

“‘党建引领统种共富’破解了‘谁
来种地’的难题，这无疑改变了当下村
里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可以吸引更多
青壮年劳动力回归农村，真正实现‘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
吸引力的职业’。”王爱召镇党委书记韩
晓博说。

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
力，可以有更多余力来谋划其他营生增
加收入。村民张军说，他家养着 10头
猪和40只羊，抽时间，他还会去合作社
打零工。

“党建引领统种共富”不仅让农户的
钱袋子鼓了，幸福感强了，而且因为“小
田变大田”后统一耕种，过去普遍存在的
土地使用权属、边界划分等土地纠纷也
少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据了解，模式
实施前后土地矛盾纠纷下降了73.8%。

多地干部群众表示，通过土地合作
化经营，实现了“小田变大田”，大大提
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促进了
农田增效、农业增产、集体增收和农民
致富。按照种植玉米计算，亩均节约成
本 400元左右，增产 100公斤以上，增
幅达到5%。

“党建引领统种共富”推倒田埂也
推倒了人们心中的藩篱，统一了农民的
思想和行动，让农民从“单打独斗”转变
为合作发展，更加积极地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乡村治理水
平日益提升。2022 年，达拉特旗获评
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
白泥井镇隆盛城村，一幅“高颜值”的
美丽宜居乡村画卷映入眼帘：宽敞院
落错落有致，乡间小路干净整洁，房前
屋后的锦绣海棠向阳生长，微风吹拂，
果香浓郁。

“今年隆盛城村在全村 6个社 120
余户农户的房前屋后，已经种植了270
亩 15000株锦绣海棠，依托‘庭院经济’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同时，让村民增加收入，不断增强
获得感和幸福感。”白泥井镇隆盛城村
党支部书记李国兴说。

在王爱召镇南红桥村，一个集生活
照料、托养照护、健康医疗、文化娱乐等
于一体的幸福养老服务中心初见雏
形。这是南红桥村推广“老人土地双托
管”模式的产物。

南红桥村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达
283 户、512 人，占常住人口的 60%以
上。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南红桥村创
新推出“老人土地双托管”模式。一方
面，整合全村 5100亩土地交由土地合
作社托管经营，把老年人从繁重的农事
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建设幸福养老
服务中心，有效满足老年人就餐、居住、
娱乐等多样化需求。

“‘老人土地双托管’模式实现了以
土地和集体经济收入为主要支撑的农
村互助养老目标。”王爱召镇南红桥村

党支部书记马永说。据介绍，目前南
红桥村 5100 亩土地托管集体收益可
基本支撑一个养老院正常运转，未来
两三年内南红桥村 1.86万亩土地合作
化经营可以支撑 3个养老院，服务 300
多位老人。

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人民，从“统种共富”到“共治共
享”，达拉特旗走出了一条独具地方特
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活水之源：从“统种共
富 ”1.0 到“ 统 种 共 富 ”2.0。
如果说统种共富 1.0 版本是
以土地合作化经营为典型
特征的经营模式，那么 2.0
版本则是以全域全要素全
链条全方位服务为主的系
统工程。今年以来，达拉特
旗深入实施“党建引领统种
共富”提质扩面行动，着力
在调结构、引良种、应用先
进技术上下功夫，努力再破
亩产“天花板”

“达拉特旗‘党建引领统种共富’已
经从 1.0版迈向 2.0版。”站在吉格斯太
镇联合总社农业大数据平台大屏前，
吉格斯太镇党委书记乔有世说，目前
吉格斯太镇正在探索以联合总社带动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 2.0 版乡村振兴
新实践。

“达拉特旗‘党建引领统种共富’
模式具备全国品牌效益，经过几年的发
展，以土地规模化经营为典型特征的统
种共富1.0版本已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
问题，以社、村为单元，仅是产业链单环
节合作，亟需突破一产发展瓶颈，进行
产业发展的调整和升级。”乔有世点到
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处。

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
决。针对目前 1.0 版本在生产、经营、
管理、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吉格斯
太镇成立联合总社，打造镇级数字化
运营中心、社会化服务中心、农牧民培
训中心、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和智慧农
业指挥中心五大中心，致力为村、合作
社和农牧民提供全方位的智能化社会
化系统服务。

2023 年，吉格斯太镇联合总社的
社会化服务覆盖全镇46%耕地，预计本
年度全社营业额将达到 1800万元，集
体收益达到150万元，为农民节省农业
成本 130万元左右。联合总社还致力
推动产业调整，种植近百亩朝天椒、中
药材等经济作物，同时发展庭院经济。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每一个方向，
都蕴含着深谋远虑的考量；每一条路
径，都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
重塑一产、升级二产、重构三产的发展
方向，以吉格斯太镇为代表，如今，达拉
特旗正在深入实施“党建引领统种共
富”提质扩面行动，着力在调结构、引良
种、应用先进技术上下功夫，努力再破
亩产“天花板”。

站在恩格贝镇柳子圪旦村贝贝南
瓜种植基地抬眼望去，一个个瓜皮墨
绿、肉厚结实的贝贝小南瓜，掩映在郁
郁葱葱的南瓜叶中，若隐若现。

柳子圪旦村党支部书记齐保成介
绍，2022 年柳子圪旦村引进了达拉特
旗上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鼓励村民以
土地入股合作社，推行“党建引领统种
共富”模式，统一种植贝贝南瓜，盈利后
按照土地入股比例进行年终分红。

“2023年，我们种植贝贝南瓜1500
亩，亩均收入 1800元左右。今年规模
扩大到 3000亩，预计今年的亩均收入
能达到 2000元左右。”齐保成说，相比
于过去种植玉米等传统作物，种植贝贝
南瓜收益更高。且贝贝南瓜丰收后，还
可以再种一茬白菜或者葵花，又能增加
一笔收入。

如今，像柳子圪旦村一样，越来越
多的村社开始积极探索调整产业种植
结构，因地制宜发展贝贝南瓜、辣椒、水
稻等特色优势产业。

指着眼前绿油油的水稻田，昭君镇
沙圪堵村党支部书记李清云说：“这儿
过去都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从 1998
年开始，村里引入黄河水，因地制宜进
行土地改良。如今，曾经的盐碱地已变
成了高产水稻田。”

2023 年，沙圪堵村结合“党建引
领统种共富”模式成立了达拉特旗万
稻粮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将农民的土
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规划和种植，水
稻 集 中 连 片 种 植 面 积 从 去 年 的
11050 亩增至今年的 14600 亩。农民
不仅可以通过参与合作社的经营管
理获得额外的分红，还可以通过在合
作社务工获得收入，让农民真正实现
了“土地入股、保底分红、按劳取酬、
二次返利”。

李清云说，如今沙圪堵村已把水
稻作为绿色产业、特色产业、富农产业
重点打造。“我们还打造了一个全产业
链稻米加工园区，现在加工车间的生产
设备已经进场，等正式投入运行后，将
形成从种子培育、水稻种植、收割仓储、
稻米加工，再到分类包装、物流运输的
完整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水稻的产品
附加值。”

目前，达拉特旗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达到 150 家，社会化服务面积突破
180万亩。落户达拉特旗的中化农业
技术公司，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
每亩收取全程托管费用610元，为农户
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涵盖农业生产全
过程的现代农业综合解决方案，通过制
定作物营养方案、整合农机资源、土壤
改良修复、全程种植服务等措施，实现
亩均增收350元，与个人经营相比亩增
纯利200元。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青绿更青那
处行。如今的达拉特旗，正聚力推动

“一产重塑”，结合本地区实际，探索打
造“党建引领、联企带村、特色助力、项
目拉动、订单包销”的“二产拉动一产”
新样板，推动形成工农互补、三产融合
的乡村产业振兴新格局，一幅“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现代化新图景
正在这片沃土上徐徐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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