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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社’融合，整合基层农业

发展各方需求，让供销社最大限度发

挥出平台优势，带动当地优势特色产

业发展，实现助农增收和助推村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的目的。”近日，记者到

区供销合作社采访时，该社党委书记

李宗烨表示，我们取得的成绩得益于

我区出台的《推进“三社”融合发展的

实施意见》，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成绩。

据介绍，2019 年 8 月，区委办和区

府办联合出台《推进“三社”融合发展

的实施意见》，建立了以农业农村改革

专项小组为领导、各街镇为责任主体、

区供销合作社为具体牵头单位、相关

部门协助推进的工作机制。还建立了

由区供销合作社牵头，区财政局、区农

业农村委、区金融办等部门参与的联

席会议制度。建立了由区供销合作社

提出使用方案、区财政局审核把关，分

管副区长签字确认的资金审核制度，

确保了“三社”融合资金使用安全有

效。

遵循有资产、有能人、有产业、有

制度的“四有”标准，将“三社”融合资

金打捆使用，通过购置资产等措施，建

设改造基层供销合作社。全资打造通

惠、永新供销合作社，建立商贸流通基

地。2019 年，通过自筹和整合市级示

范社建设资金 270 万元，建设永新镇供

销合作社，形成了近 2000 平方米的固

定资产，每年投资收益 20 万元左右；

2021 年，利用市级示范社建设资金在

綦江农博城购买 400 平方米商铺，租赁

600 平方米，成立通惠街道供销合作

社，建设 1500 立方米、储存 400 吨的冷

藏冷冻库，每年投资收益 16 万余元。

推进基层供销合作社建设，夯实供销

合作社发展基础。

不断探索成立村级合作社。结合

新盛街道交通区位优势，打造綦江区

休闲生态特色渔业基地，带动周边养

殖户及老百姓共同发展，2020 年投入

资金 20 万元在新盛街道成立融燊供销

合作社。另外，2019 年以来改造建设

59 个农村综合服务社，进一步延伸基

层供销合作社触角，有效解决农产品

进城和农资下乡问题。

按照有实体、有经营、有收益的原

则，开展“三社”融合试点工作。区供

销社开展试点工作，与扶欢镇健冠蓝

莓种植股份合作社以股份合作和服务

合作的形式进行“两社”融合，入股健

冠蓝莓种植股份合作社 45 万元；流转

整治土地 500 多亩，种植蓝莓 400 多

亩，琯溪蜜柚和布朗李 100 多亩。带动

合作社农户增收，其中涉及脱贫户 150

余户、500 余人。同时与区内两家合作

社组成联合社，开始蓝莓的深加工，推

出蓝莓酵素、蓝莓全果浆、蓝莓果粉等

产品。

区供销社领办管理民主、制度健

全、产权清晰、带动力强的锦燊生态农

业股份合作社，建立“两社”紧密的产

销协作关系，探索“两社”一体化发展

试点示范模式。采用“基层社+贫困

村+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入股打通

镇天星村专业合作社 20 万元，强化供

销合作社服务功能。按照统一供种、

统一标准、统一服务、统一基地、统一

营销“六个统一”的要求，以市场为导

向，以销定产，稳步推进合作社发展。

社有企业是供销合作社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支柱，是

开展为农服务的载体，供销合作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

能立得住、站得稳，服务“三农”能不能提质扩面，关键看社

有企业。盘活社有资产、发展社有企业是区供销社的中心

工作。区供销社坚持“财政资金股权化”，为社有企业发展

扩容增效。2019 年以来，通惠、永新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

融汇农产品公司等股份都是区供销社利用“三社”融合、

“商贸流通建设”财政资金股权化所投资，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引导和激励作用，促进财政资金的增值保值。

同时，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充分发挥企业活力。依

靠公司章程、股东权利等手段履行出资人职责，把握发展

大方向，只对出资金额按约定比例分红，让企业成为独立

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此外，优化社有资

产结构，确保良性运行。由于经济发展形势发生变化，对

资产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9 年以来，区供销社对横山

亲松亭（水云轩）、赶水医院片区、丁山老粮库片区房地产

项目土地、三江街道闲置房产、土产综合楼等劣质资产进

行积极处置，同时布局新增通惠、永新供销合作社固定资

产，拟定 3 年内在城区恢复重建基层社购置优质房产，构

建供销网络。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我们连续三年的年度综合

目标考核，被市供销合作总社评为一等奖。”采访中，李宗

烨向记者展示他们近年来取得的成绩。2021 年被评为重

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效明显单位；2020 年被

评为优秀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组织；2020 年招商引资工作被

评为先进单位；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平安示范

单位；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被区委直属机关工委评为

优秀基层党组织。

今年，区供销社进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年度县域

流通服务网络强县培育名单。李宗烨表示，未来将不断推

进基层供销社改造提升，完善体制机制，拓展服务领域，夯

实为农服务基础，努力将基层供销社办成服务农民生产生

活的综合平台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为

推进乡村振兴贡献供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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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 22日，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视频会
议，江苏、湖南、重庆三个省
市在会上作交流发言。其
中，綦江区供销社代表重庆
作了“做强社有企业、带动基
层社发展”以及通惠供销社
建设情况的报告，得到了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梁
慧玲的充分肯定。梁惠玲
说，在綦江区供销社科学统
筹下，区域内供销网络中的
各企业，各基层社互通有无、
资源互补，立足农业农村资
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需求，
解决流通中的难点、痛点，让
农村成为社有企业的基地，
让基层社在服务“三农”中得
到发展，这样的经验值得总
结推广。

推进“三社” 助力乡村振兴融合
区供销合作社

本报记者 张学成

遵循“政府引导支持、公司市场化运作”的经营

模式，按照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物流配送做实

“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总体要求，逐步形成完善

的农产品流通产业链。

目前从农产品收购、集中分拣、冷链物流，到农

产品流通的体系建设已基本成型。2020 年区供销社

领办企业融汇农产品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300 万元，

供销社占股 67%。2020 年 5 月融汇农产品公司经营

的区内首家土货直销扶贫超市——“九里地”超市在

沙溪路正式开业运行，2021 年 4 月融汇农产品公司

入驻渝黔农博城。目前融汇农产品公司已建成“情

牵供销”电商平台 1 个，1500 平方米农产品配送中心

1 个，1500 立方米可储备 400 吨的冷藏冻库 1 个，农

产品直销超市 1 个，配送车辆 10 台，业务配送客户

1200 余户，共有近 50 种綦江本地优质农产品，涵盖

蔬果生鲜、干货粮油等，并与重庆市农产品集团、綦

江本地商超、餐饮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等，实现资源共

享、联合采购、统一分销，增大供销数量，形成辐射

全区的农产品批发、仓储、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一站式”集散批发中心。预计

2022 年产值达到 5000 万元以上，力争 3 年内突破亿

元大关。

区供销社领办成立丰盈农业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100 万元，区供销合作社占股 34%，经营范围涉及

农资供应、农业机械服务、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公司

的全程社会化服务能力达 4 千余亩/年，病虫害专业

化防治能力达 5 万余亩/年，收割机跨区作业能力达

1万余亩/年。

2021 年公司储备肥料 6000 余吨，销售肥料 3000

余吨，销售农药1000余吨，销售种子120吨，在全区分

布网点136个。农业社会化服务正有力有序推进。

2019 年，区供销合作社领办成立合民鑫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建立以“回收－分拣－加工”为一体的

废弃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全面提升废旧农膜资源化

利用水平改善人居环境，逐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公司下设加工厂系租用綦江工业园区标准厂房 4000

平方米，投资 500 万元，建成年加工能力 3000 吨的生

产线，能满足周边近 10 个区县废弃农膜回收量的利

用加工。与万盛经开区、南川区、巴南区、璧山区、

江津区供销合作社等 5 家回收企业签订代加工协

议，逐渐成为区域性回收加工龙头企业。《朝闻天

下》《人民网》《重庆卫视》等媒体对该经验和做法进

行专题报道，为全国建立农膜回收体系提供了綦江

经验。农膜回收加工利用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已加工废弃农膜及塑料包装物 1600

余吨，销售塑料颗粒成品近 700 吨。2019 年度，綦江

区农膜体系建设和农膜回收利用的考核从 2018 年

的全市排名倒数第二跃升至全市排名正数第二位。

2019 年举办了全市农膜回收利用工作现场会，2020

年承办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培

训会，2021 年被评为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成效明显单位。

夯实为农服务前沿阵地推动“三社”融合

织牢为农服务网络做强社有企业

合民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对废弃农膜
进行加工利用。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摄

融汇农产品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分拣蔬菜。记者 杨子路 摄

◀ 工作人员审核平
台上的订单。

记者 廖静 摄

▲ 工作人员将物资
配送到小区。

记者 廖静 摄

在农博城内，融汇农产品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分拣蔬菜。记者 杨子路 摄

位于篆塘镇的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基地。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摄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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