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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湛江市目前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1

湛江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合作社发展很快，

数量快速增长，质量稳步提高，环境持续优化，取得一

系列成效，但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较多问题。总体而言，

合作社规范运营水平还不高，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发展

形式不够丰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处于低水平、不

规范的状态，有的还流于形式。目前合作社存在资金融

资困难、人才缺乏、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管理水平

低、制度建设不完善、科研实力不强、产品市场销售不

畅以及品牌建设不足等问题，迫切需要寻找一条系统、

协同、整体推进湛江农村合作社内涵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湛江农村合作社内涵式发展路径的构建

结合湛江农业、经济、农村和农户实际情况，探

究基于各参与主体基础上提出农村合作社经营发展路径

（具体见下图 1）：

图1　农村合作社经营发展路径图

根据上图 1 的农村合作社经营发展路径图，进一步

构建符合湛江农村合作社内涵式发展的五个路径，每一

路径具体体现为：

（一）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1、加快完善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的流转政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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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的发展需要土地需要资金，这为合作社的发展铺

平道路。

2、成立种植合作社，集中村里及村周边土地资源，

发展规模种植。农户可进入公司就业，通过土地入股方

式，让农户按股分红。由公司收购高品质农产品，通过

淘宝或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和线下实体店统一出售，赚取

的集体收入用一部分继续用于产业升级。

3、成立合作社，将村里及村周边的森林树木、矿产

资源、自然景观、山坡、溪流、山洞和土地等，量化成

村集体资产，加上财政扶贫资金和村民的集资，资金变

成股金，让农民的收入来源变得多元化。

4、成立旅游开发公司，全村资产都以经营权入股，

公司负责对全村所有项目进行统一规划设计，有一套领导

班子经营管理，赚取的利润再进行分红，并对外交流合作。

5、统一参加农业种植保险。以合作社名义统一参加

各种农业保险，降低种植户的种植风险，解除后顾之忧。

6、合作社及时组织收储。每到瓜果蔬菜采收时节，

农产品很鲜嫩数量也繁多，合作社会提前联系好附近加

工厂，深入田间地头，一采摘就及时称重及时结算。村

民采摘下的鲜嫩农产品，及时进入各个冷藏库储存好，

减少损坏浪费，大大提升农产品种植效益。

7、打造农产品特色金招牌。合作社统一进行种苗配

给、田间管理和采收储存，一条龙管理监控，建立高品

质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从源头确保产品的好品质。同时，

规范农产品初加工，标准化的清洗、包装、打包及销售，

与农科所及院校合作，研发有机高品质农业品种。拓展

农产品深加工，建立农产品加工厂，探索新品种、新口

味、新包装，培育创立一批本地农产品特色品牌。

（二）加强“三农”人才保障

1、搭建校地合作平台。

加强校地合作，合作社与高校签订“大学生农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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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政策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断涌现，广东湛江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农民专业合

作社，为湛江地区农村农业发展带来了生机。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何发展，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实现更好

发展，尚缺乏理论指导。以上关键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关乎到湛江能否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业现代化发展

和乡村振兴。本文希望通过对湛江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发现当下存在的问题。根据湛江农村的实际

情况，有针对性地构建湛江农村合作社内涵式发展的路径，并进一步提出适合湛江农村发展的几种合作社模式，从

而促进湛江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户收入，提升湛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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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合作协议”，创建大学生创业基地，主要在农业人

才培养、“互联网 +”农业、农业前沿等方面进行深层次

合作；与农科所共同创建农业创新创业平台，成立“农

科所专家工作站”；同时在院校也开展一系列大学生农

村创新创业大赛，鼓励大学生去农村践行创意灵感。

2、搭建农村创新创业平台。

在高校和科研所建设乡村创意园、众创空间、科技

企业孵化器、科教园、智慧产业园等科技创新基地，搭

建农村人才创新创业发展平台，创建农业资源基地。

3、培育农村创业创新人才。

建议湛江市政府完善引入人才政策，以更优越便利

的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回湛江创业，献言献策，为湛

江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同时大力建设人才公寓，落实建

设人才公寓，落实保障优秀人才的住房生活。

建议湛江市政府实行人才下乡计划，鼓励高校与农

村合作社开展产学研实践活动，每年高校挑选优秀大学

生下乡建设服务农村，引导创新创业人才向农村下沉，

对有服务农村建设经历的优秀大学生颁发荣誉证书，鼓

励更多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同时开展青年设计师

驻村计划，聘请设计师在乡村振兴试点村长期驻点服务，

设计出更有乡村情怀的文创产品，规划出文艺又有特色

的乡村建筑，勾勒出美丽乡村画卷。

（三）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第一，组建优秀实干的党组织队伍。村党组织要选

定村“两委”换届选举的好时机，广选优才，组建实干

优秀的村党组织班子，为合作社的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村党组织要有整合村庄资源的能力。村党组

织要有长远眼光和实干精神，认清本地区位条件、资源优

势、主导产业等的实情，创建一个真正干事创业的平台。

第三，合作社组织高效灵活。合作社与村支部相分

离，互不干扰，合作社有独立自主经营权，社员有投票

权，每个社员都可投票决定合作社生产经营的重大方针。

（四）加强社员生产管理能力

一方面，完善社员培训机制。通过腾讯课堂或腾讯

会议开展农业知识技能的培训，提高乡村社员的农业技

能；请农业专家到乡野间给社员进行现场培训，现场指

导社员进行种植养殖，现场解答疑惑事项，培育出本地

特色农产品；与科研所合作建立特色农业品种的实验基

地，学会更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

另一方面，建立社员间互帮互学机制。每年的收获

季节，评选表彰一批农业经营管理能手，形成乡村能人

引领示范效应；挑选培训一批学习能力强的社员，掌握

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找到一条发展特色农产品好路子，

带领全体社员发家致富。

（五）加强金融贷款支持

1、优化金融服务“三农”贷款政策。建立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完善乡村资产流转变现机制，将对“三农”

的信贷纳入金融机构的绩效考评指标。

2、加强贷款指导，规范合作社的建设发展。建立合

作社示范名录，严格监管，动态淘汰不合格合作社。建

立辅导员制度，加强辅导合作社管理人员的培训学习。

3、推行具有“三农”特色的信贷金融产品。针对本

地“三农”实际情况，推行灵活信贷政策，开发相符合

的信贷产品。对合作社的果业、粮食、养殖以及重大项

目等方面给予优惠的中长期贷款。

三、湛江农村合作社未来的发展类型

湛江市目前的农村合作社类型主要集中于种植和养

殖方面，发展类型不够丰富。根据众多不同类型村庄的

实际情况，通过农村合作社内涵式发展路径的构建，可

因地制宜发展下列六种合作社类型：

1、集体资产运营型。这一模式适合城郊型村庄，合

作社以集体产权制度为基础，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体，

以公司形式经营管理集体资产，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更好。

2、土地股份合作型。针对土地肥沃广阔、山林资源

众多的村庄，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来组建合

作社，以集体的名义委托给第三方经营管理，或农户自

主经营部分土地获得收入，或与专业合作社进行联合经

营管理，让农户获取分红加工资的多元化收入。

3、三产融合开发型。针对自然环境优美，有人文古

迹的村庄，可依自然景观、人文古迹和本村庄的特色产

业，来建设美丽乡村，可创办旅游类的合作社，因地置

宜地利用好农村闲置土地和宅基地，开展具有本乡村特

色的深加工工厂、旅游民宿、休闲餐饮、康养长寿乡村、

农家乐、电商物流等新产业新业态。

4、特色产业引领型。这一类型实践起来推广速度

快、范围广。创办合作社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因地

制宜发展优质特色种养业，种植成规模、生产有标准、

加工更精细和营销成品牌，很快发展成本村的特色产业。

5、劳务合作输出型。适合资源匮乏的村庄，可创建

劳务类合作社，农民加入参加系统培训后，掌握建筑施

工、物业管理、田间管理等劳务技能，增加乡村就业岗

位，实现农民增收。

6、社会化服务带动型。创办生产服务类合作组织，

吸引农民加入，给农民提供系统培训，掌握农资直供、

烘干仓储、冷藏加工等社会服务本领，进而实现农民增

收。不同类型村庄都可实践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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