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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和贯彻落实不到位的客观实际，结合“油城”大庆农村发展和农

民受益保护机制建设状况，采用文献调查法、思辨法和概念分析法等，界定了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涵义

与可观效应，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特点及其客观要求，阐释了资源型城市构建实施粮

农收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重点探究了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体系及其具体架构，提出资源型城

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应以基础收益保障、增加收益保障和实现收益保障三类指标为统领，分别战略层、

战术层、操作层、执行层和评价层五级指标的重要观点，并提出其贯彻实施的构想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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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incomplete and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ome guar-
antee mechanism for grain farmers in China,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e “oil city” Daq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status of mechanisms to protect farmers’ benefits, this 
study adopt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speculative analysis,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to 
define the meaning and observable effects of the incom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grain farmers. 
It also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income guarantee mechan-
ism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and implementing an incom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system and specific 
framework of the incom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incom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should be guided by three 
types of indicators, namely, basic income guarantee, increased income guarantee, and achievement 
of income guarantee, and these indicator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strategic, tactical, op-
erational, executive, and evaluative levels. Moreover, it puts forward ideas or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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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十八大以后，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三农问题”逐步得到有效缓解。但由于粮

食价格增长弹性较小，而农业生资价格和机耕作业费刚性增长较快，粮农收益空间被大幅压缩，很多粮

农利润都在盈亏线上徘徊，这严重地影响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期间，国家建立实施了粮农收

益补偿等引导性政策，中央财政每年向粮农发放补贴平均下达 100 亿元以上。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

显著性略弱。为此，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应“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1]。足以说明全国普

遍存在粮农收益保障体系不健全，已建立的相关机制执行不到位，落实效果不突出，粮农收益收到不同

程度威胁等问题。对资源型城市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替代经济转型发展和社会就业等突出问题，粮食

不仅是消除饥饿解决温饱的需求，更是满足轻工业发展原料供应和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保障。

所以，研究解决其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建设，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 

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粮食是世界生存保障，许多国外学者都将粮农收益视为粮食保障之关键。Andreu 
Mas-Colell 等(1995)早就提出，粮食是未来世界难以解除的担忧，农场主生产利益不容忽视、破坏和侵犯。

为此，应建立粮农收益保护措施[2]。由此掀起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研究热潮。G. Heor (2019)认为地方政府

应优化农业生产体系保障粮农收益，改善和升级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科

技供给效益；实施农业生产模式转型和科技引领，改善和升级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为农民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创造积极转化和经营科技成果的外部金融等支持环境[3]。Carl Smolian (2020)认为没有收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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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空谈收益保障是毫无意义的。应建立政府投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长期融资机制，扩大资本市场股

权融资等，促进农业工业化合作经济组织申请贷款，增加粮食生产主体收益[4]。Zhorg K 和 Tu W (2019)
认为应建立健全农业企业利益联动机制，合理协调企业、农民和各企业实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共同实现

多种收入增长，建立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5]。 
在国内，学者高度关注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提高农民种粮收益与保护农民种粮积

极性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高强(2022)
从土地流转和保护角度，提出保障种粮农民收益措施，主张应加强节本增效的政策衔接配合，健全土地

流转和设施用地政策，严防农村耕地撂荒[6]；蒋和平(2022)认为应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的法律法

规政策，引导和激励发展生态高值高效粮食产业，地方政府应建立粮农增收保障政策，包括不可抗力导

致亏损的分类直补政策和新型农民培养政策，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生产技能型、技术指导型、

产业服务型、市场经营型和专业管理型的职业农民，提高其抵御农灾能力[7]；芦千文、孔祥荣(2022)认
为，应健全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补齐农业生产服务政策短板，推动种粮农民生产经营方式转型，提

升农民种粮要素服务支撑体系[8]。有学者提出“政策保本、经营增效”观点，得到普遍响应。刘慧(2022)
认为化肥作为粮食的“粮食”，保供稳价直接关系粮食等农业生产稳定。农业政策至多只能起保本作用，

要让农民种粮有钱赚，还需靠经营增效和利用农资集采成本优势[9]。孙生阳(2022)也认为，政府应构建

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政策体系，实现政策保本。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对种粮农民的培训力度，狠抓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培育，

提高粮食单产，增加粮农收益[10]。近年来，学者越来越关注种粮成本与风险控制。宋玉遐(2023)就认为，

要降低种粮成本和风险损失，粮食种植集约化程度、机械化和社会化需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资源配置

应更合理，保障粮食生产经营效率[11]。 
综上，学界一致主张将国家政策作为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突破口。国外学者强调生产补贴保本、生

资价格平抑、农业信贷和职业农民培育等政策体系；国内学者提出粮食价格保护、农业保险赔偿、促进

土地流转和加强农业生产及农机补贴等种粮农民收益保障体系。但针对大庆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问题

的研究还很鲜见。从而，为命题研究创造了十分宝贵的空间；前人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和主张，可为本研

究提供重要的科学借鉴和参考。 

3. 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涵义 

3.1. 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概念 

通常认为，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是指在粮食生产过程中，保证其有足够的收益，以确保农民的

粮食生产和收益的有效实施。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狭隘性，可理解为农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的狭义概念。

实际上，种粮农民(以下简称“粮农”)收益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比如销售收入要素、生产投入要素、政

策补贴要素等，各要素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收入扣除成本为粮农净收益，收入与收益成正比，成

本与收益成反比等；政策补贴可减少生产要素投入，从而增加粮农收益等。这些要素关系，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持续运行，并进一步地与各种内部、外部要素发生联系，并产生不同结果。比如当收入受到市场

购买力、供求关系影响而产生的价格波动，会使之朝着高低不同方向变化；同理，成本也将受上游农资

供应价格、劳动力成本、机耕作业效率等影响而发生改变。因此，需要掌握影响要素关系的运行机理，

以便及时采取有效调整措施和方法，确保收支变化都能够朝着有利于收益增加的方向运行。由此可见，

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实质是指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保证其能够取得并实际获取和拥有足够收益的要

素结构关系和运行机理，旨在让种粮农民拥有足够收益支撑其持续从事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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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客观效应 

狭义讲，种粮农民收益即为粮农收获粮食后进入市场流通并收取现金利益的过程；但从广义角度看，

种粮农民收益应涵盖粮食生产销售全过程的利益形成体系，具体包括种粮成本控制、灾情损失控制、机

械收割产量保障、物流费用与质量控制、销售价格保障、收入资金结算保障等。可以说，狭义的粮农收

益是农民物质利益的核心，也是需建立实施利益保障机制的关键；广义粮农收益是狭义粮农收益的延伸

和拓展，即以粮农以理想的价格售卖粮食并及时足额获得现金收益，并且在扣除成本费用和损失后，实

现了最大化的预期净收益。与之相适应的收益保障机制，也应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但广义的收益保障

机制，其保障领域更为广阔和全面，保障效能更强。 

3.3. 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特点及其要求 

资源型城市粮食生产没有收到应有重视，粮农收益被视为农民自发行为，其收益保障机制相对落后。

大凡资源型城市都是靠“吃资源饭”延续和发展，即使在生命衰退期实行转型发展，也多数都不考虑农

业，而是竭尽全力搞可以直接创造税收的大中型工商业的招商引资。甚至不惜代价地动员一切社会力量

和党政高端资源，分环节划层次地成立招商引资责任“专班”。农业毕竟是位于“三大产业”之首的基

础产业，经常成为党政领导工作报告中不得不提的行文结构要求，不论其思想上如何轻视，也务须要轻

描淡写的总结一番。由于对粮食生产没有深深地植根于党政高层的治理理念之中，成为不可没有但不需

重视的遭冷落产业。所以，各地的农业基础设施破坏殆尽，甚至连灌渠都完全荒废，即使农业主管机关

也无人问津，“两会”代表委员有关提案也很少立案解决。据调查，大庆市所辖四县特别是肇州县境内，

绝大多数农村没有水库，也就不见一条可用排涝灌渠，几乎没一眼可供全村(屯)统一使用的机井，任凭百

姓和两会代表委员多么强烈呼吁，党委政府都无动于衷，调研干部熟视无睹。这种农业环境下，农业生

产全靠农民拼命，农民收入全靠老天脸色和心情。粮农基础收益都无法保障，增加收益等便成为无稽之

谈。这也从侧面折射出资源型城市健全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健全粮农收益保障机制。抛开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战略大计不论，单说资源型城

市转型升级发展，绝对不能跨越和脱离发展轻工业。正所谓“粮头食尾”、“粮头工尾”。大庆作为旱

田种植区，是全国著名的玉米主产区，还生产高粱、葵花、大豆和旱稻等。这些粮食，不仅保证城乡口

粮消费安全，还牵涉到能源产品如酒精、再加工食品如玉米浆、淀粉、油脂等，还有各种饮品、营养品

和滋补品的生产等，这都是关乎百姓生存和生活质量改善不可或缺的产业形态。从产业链角度看，粮食

及其加工的副产品和剩余物，是饲料生产的主原料，成为养殖业发展的“主食”。因此，农业成为畜牧

业不可替代和或缺的上游产业，畜禽加工又是畜牧业的下游产业。所以，粮食处于资源型城市食物链的

顶端，虽无法决定城市发展的命脉，却牢牢占据着城市运行的“命门”，能注定一个城市的生死。所以，

对于没有丰富的可替代资源的资源型城市来说，实现转型发展要从重视农业开始，重视农业必须从粮食

生产入手。重视粮食生产就要主抓粮农收益，建立健全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凡是国家给予农民的补贴等，

地方绝不挪挤贪占；凡是欠农民的，务必想方设法帮助农民催收到手；凡是亏农业的，一定抓紧投资落

实解决；凡是占农民的，必须马上归还。 

3.4. 资源型城市构建实施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 

3.4.1. 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资源型城市脱离不可再生资源依赖而独立发展是迟早的事。为此，全世界资源型城市无一不尽心尽力谋

求经济转型和升级发展，以实现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转型发展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保盘”，保城市生

存盘，保人口人才盘，保经济结构盘。也就是当资源趋近枯竭或已经枯竭，而城市能岿然不动。这样，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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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依靠资源依赖期城市，牢牢把握地方本级的基本命脉即人口，不求增长但绝不能快速流失，尤其是城乡人

才资源不能大量流失。人口决定农村社会经济形势走向，也必然决定着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

农业劳动力人口、种粮经验丰富和科技头脑发达以及有组织号召力的农民一旦流失，农业必将衰退，农村渐

趋凋敝，伴之而来的，是城市粮油果蔬短缺和物价上涨，大量轻工业或农产品加工业材料供应困难，引发优

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商业投资资源外流或撤退，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城市全面萧条。这绝非危言耸听，

国际国内都有过先例，教训十分惨痛。所以，作为城市生存依赖和城市经济振兴支撑的农业经济，特别是粮

食经济，应成为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进入资源衰退和枯竭生命周期的资源型城市，必须重视农业振兴，而粮食

生产当为重中之重。而保障粮食生产和商品粮供应的最为关键一点，就是通过建立实施有效的粮农收益保障

机制，全面保障农民收益，稳定农村人力资源，推动农村振兴和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3.4.2. 正确处理粮农收益机制关系的客观需求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发展，需要立足当地经济资源和条件，发展可持续性强的轻工业和商品流通业，

并依此带动服务业发展。粮食是东北域资源型城市最稳定、最丰富也是最宝贵的经济资源，是大庆发展城

镇工商贸服业的基础。保护粮农收益，就是保障商品粮生产供应，成为化解资源型城市发展替代产业矛盾

的关键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为此，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首先是物质利益保护与精神利益保障相结合。粮农常年辛勤耕耘劳作，又受到自然环境制约，能创

造的收益很低微，也极不稳定。其周而复始的高强度劳动付出，与收益期望很难匹配，甚至常因天灾而

颗粒无收，依靠积蓄维持生存和简单再生产。所以，他们需求的主要是价值体现，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维

持和改善生活以及再生产投入的巨大物质需求，也是对劳动成果的充分认可和高度尊重。为此，建立粮

农收益保障机制，要侧重物质利益保障的政策制度建设，该给农民的必须都给农民，而且应给足给到位，

不能以管理费、分期付等任何名义和借口，违规地克扣勒卡，侵害种粮农民利益；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

下，农民收益都是第一位的“三农问题”，而农民的思想、情绪稳定和心理平衡，便是与获取收益满足

感息息相关的重要干扰因素。可见，资源型城市既要搞好农民耕作收益保护，还要正确处理好精神文明

建设，努力抓好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村社会环境建设，积极做好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 
其次，是粮农基础收益与粮农增长收益保障机制相衔接。土地耕作质量影响粮食产量和质量，质量

决定价格水平，产量影响收入规模。为此，要从夯实粮农基础收益机制入手，在粮食生产投入系统，集

中搞好厉行节约和风险止损，保障种子肥料生资无害化和高效化，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机耕服务，全

面恢复全域村屯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修复，确保粮农的生产投入低风险或无风险、高效能，切实能够

保证农民种粮有收成且能够丰收，收获见利益且收益稳定；并且，要确保国家给予的粮食种植补贴及时

足额地补贴到位，遭遇天灾农业减产绝产时保险要及时测产赔付损失，因故未参保的粮农损失要建立特

殊救助办法。同时，要完善粮农增加收益保障机制。粮食收获了，能不能卖出高价钱，怎样能卖出高价

钱。这不仅是农民个人关心的问题，而应成为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大问题。表面看，粮款收入农民

囊肿，是其个人收益。但实质是粮农安心务农的农村人口稳定和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守田种粮的发展大计，

是商品粮持续稳产高产支持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长远大计。所以，各级地方政府要有大高瞻远瞩的治理

理念和高度开放的思想胸怀，拿出切实行动来扶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使出城市招商引资的能量和

政策策略为粮农找市场、谈价格、监督收购和粮款结算。 

4. 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架构 

4.1. 资源型城市构建粮农收益保障机制指导思想 

坚持以农业稳市、以粮兴农、因粮富民为指针，认真总结垦地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建设和生产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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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经验，努力借鉴农垦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积极创造与驻庆农科高校院所的科技联动和智慧融合平

台，构建适宜大庆粮农的收益保障体系，形成粮食增产增收经营体制、政策制度、执行措施与办法交融

的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确保调动粮农积极性，扎根大庆安心种粮、种好粮、多种粮，并为自身持续创造

更多收益。 

4.2. 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的组织机制体系 

粮农收益形式和来源渠道多样性，决定了其对保障机制需求的多类型化和多层次化。从收益模式对

应需求的保障机制角度，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应分为粮农基础收益保障机制、粮农增加收益保障机制和粮

农实现收益保障机制三类；每类收益保障机制都对应地分布在一个相应的收益生成系统内。其中，基础

收益机制是粮农收益免受农业生产系统息息相关的内外部环境要素损害的保障系统，称之为“农业环境

系统”，包括各种可能影响粮食产量、质量和销售价格的农业生资品质与价格、机耕作业质量效率与费

用、农业基础设施辐射面与可用性等牵涉到粮食产能投入节支降耗的要素；增加收益保障机制对应着粮

农收益生成并逐步增长的粮食生产过程，或说是粮食生产过程中通过粮食产量和质量要素应该产生并增

产增收的保障体系。因此，自然应分布于农业生产系统，并广泛地寓含确保粮食丰产丰收的代收代储质

量与效率、灾害抢收和保险赔付、晾晒仓储运输和销售渠道与价格保护等要素活动；实现收益保障机制

分布在收益管理系统，着重应解决收获粮食销售能不能直接拿到钱和收款后如何合理安排资金问题，主

要包括销售粮食收入的现金结算保障、农业信贷偿还秋整地作业费控制、农机维修养护和再生产资金储

备等安排，直至进入下一个农业生产循环。粮农基础收益机制包括地权保障机制、生产经营体制创新保

障、经营创收机制、政策保护机制这四个机制单元；粮农增加收益保障机制包括利益联结机制、农业科

技支撑机制等三个机制单元；粮农实现收益保障机制包括环境保障机制、粮食销售风险预警和结算监控

机制三个机制单元。需注意，不仅各机制单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而且每个单元还统

领这若干影响单元功能和运行趋势的相关要素。例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体系。 
首先，地权保障机制、生产经营体制创新保障是保障农民生产的基础，确保农民有稳定的土地资源

和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经营创收机制、政策保护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加以推进和实施，成为是保障农民

基础收益的关键[12]。其次，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制定相关政策和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保护农民

的利益和权益不断提高。毕竟，现代粮农收益，不能完全局限于其生产粮食创造的经济价值，还要兼顾

农业生产闲置季节的“务工收益”；同时，建立农业科技支撑机制和环境保障机制，用科技功能和手段，

推动粮食生产现代化、标准化和数字化，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农民生产效率和质量提升粮食质

量，降低种植成本，增加粮农收益。最后，粮食销售风险预警和结算监控机制是保障农民收益实现的重

要手段，通过建立粮食销售风险预警和结算监控机制，防范风险，确保农民收益。从中看出，各种收益

机制之间，都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体系，

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和权益，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4.3. 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架构 

分析表明，粮农基础收益机制作用于农业环境系统，主要是农资装备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保障等生

产投入系统；增加收益机制作用于农业生产系统，是涵盖粮食种植、耕作栽培管护、粮食收割到寻找收

购市场的整个生产过程；实现收益机制则作用于收益管理系统，实际是粮食脱粒销售并切实取得全部现

金收益，进而对售粮款进行支配和管理的整个过程。每个系统内，都存在若干生产和经济要素活动，各

自分别接受相关政策制度措施的运行保障或保护。这样，就形成了相对健全的粮农收益保障机制体系架

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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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come guarantee mechanism system for grain farmer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图 1. 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体系 
 

图中显示，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体系架构，总体上由战略层、战术层、操作层和执行层构

成，但最终解决方案不外乎三个方面：中央和地方的法规政策保护、农民强化经营管理自保、村集体组

织如村委会和农民合作社以及家庭互助组或家庭农场联合保护这三大核心措施，也是各级机制要素和运

行指标的全面汇集和综合。换言之，所有的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其健全性评价都应围绕国家法规政策、

粮农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村集体组织动员联保三个维度展开。其中，粮农经营管理自保是起

决定作用的内因，是解决粮农收益保障的核心，也是其收益保障机制建设的根本；法规政策保护和村集

体组织动员联保，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它们以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为根本出发点，旨在助力农民增

加种粮收益，致力于降低农民生产风险打击。实践中，三者缺一不可，并互为影响和作用，形成国家重

点扶持和保护但不“包办”、农民积极自救自保为主但不孤立、村集体努力动员不能无作为的综合型粮

农收益保障机制，形成完善、健全的综合型保障体系，是研究贯彻落实农民利益诉求反哺农业生产的客

观评价依据。 

5. 资源型城市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实施 

5.1. 法规政策权利保护 

5.1.1. 加大粮食生产经营环境保护力度 
增加收益保障机制，是在确保无损害收益要素发生和灾害损失尽可能降低或消除的基础上，通过采

取新品种培育选用、农业新科技成果运用、现代化设备装备投入等生产要素运用，确保粮食产量提高，

并通过新型农业主体和现代农民的先进营销渠道和手段，促进粮食以理想化价格销售确保粮农收益增加

的保障体系。其中机械收割降损督查，是粮食出产区政府应尽快落实的重要工作。长期以来，机械收割

工作不论是农民自养机车作业，还是委托农民合作社代收，也有地区采取雇用国有农场“代耕”，都当

成农民自发行为，基层政府完全不介入或置之不理。结果，经常出现收割机故障、代耕代收作业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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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顾质量，轻则造成粮食丢夹落穗，重则延误收割农时，出现增收不增产现象。这方面，在农业机械化

比较落后的大庆五区四县乡村屡见不鲜，农民苦不堪言；晒场收储物流环境和粮食市场价格保障等机制，

同样不能看作是农民自家的事情，政府至少应先行做好基础铺垫和专业引导工作。就大庆农村实际情况

看，自从 1983 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普遍再无统一的粮食晾晒、通风、脱粒、存储的场院，完全依靠农

民在自家院落或村屯空闲岗地甚至在道路、公路上晾晒粮食，遭损很大而且耗费工时过多。对此，建议

借鉴国有农场经验和“通村路”做法，在每个自然屯分别建造不少于 5000 ㎡的混凝土硬面场院，其使用

分配和管护实行屯长负责制。 

5.1.2. 为粮农宣传辅导政策法规 
实现收益保障机制，是在粮食进入交易市场并完成交易后，能够确保粮食销售资金及时足额结算到

粮农手中，并形成可支配资产入偿还农村信用社或商业银行贷款本息、预付或预留下一生产周期生产资

料购置款、农机农具维修改造与配件采购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买两款结算监控措施健全实施。实践中，

一些粮食加工企业在粮秋收季节集中收储原料粮，但由于资金储备不足，往往欠付农民大量交售粮食款，

使粮农收益掩埋了很严重的风险。比如大庆市大同区酒精厂，2020 年和 2021 年收购周围农村的农民玉

米，累计欠粮食款数千万元。虽然有政府担保，但政府也无力代为偿还，农民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

农民是以种粮为生的弱势群体，承受风险能力相当弱，政府及其派出机构(村委会)应切实承担起为农业生

产和农民收益服务的职责，既要保证国家给予的政策补贴不降任何借口、不打任何折扣地及时足额发放

到户，还必须高度关注辖区农民秋后售粮动向。凡是集中向企业交售的，基层党政干部和村委会成员一

定向农民宣传《经济合同法》，辅导农民如何订立粮食购销合同，索取该有企业财务专用章的规范《欠

据》；指导农民认真做好农民降低和削弱收益风险的帮扶工作，稳定粮农生产信心，提振而不是打击种

粮的种粮积极性。 

5.2. 加强粮农经营管理自保 

种粮农民辛苦工作一年，能获得的收益屈指可数。如果遇到天灾，可能出现减产甚至可能绝产到颗

粒无收。为此，广大农民应学会千方百计自保。首先，应积极参投阳光农业保险。阳光农业保险是农民

自发组织和筹资、由国家保监会依法批准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机构，被称为“农民自己的保险”。由于

受信息化条件限制，大庆市多数地区农民至今并不知晓其内涵和价值。为此，建议农村干部带头参保前

提下，要积极宣传动员本村屯百姓，争取不漏一户地投保。这样，一旦遭遇天灾和不可抗力威胁，保险

就成为降损、止损的最重要、最可靠的自救举措。在大灾之年，损失能够得到一定弥补，便是“少亏为

盈”。所以，投保是农民自我保护收益的最有效手段，务必高度重视并落实到投保行动中；其次，要多

学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用科技武装农业生产力。懂科学才能精技术，才可以大胆利用新品种、新肥料、

新装备和新技术，将农业耕种和植保等农业生产管理全称融入科技武装，才能科学地抗旱排涝和除虫灭

草驱灾害，实现稳产高产增收益；最后，要实施标准化作业和精细化管理。农民要善于固定资产投资，

独家或联合出资购置大型农用和运输车辆、无人机、灌溉设备、耕种机械和农具、庄稼成长和气象检测

设备等，全面实现农业生产标准化作业，田间管理要自动化和精细化，确保粮食增产的同时，能够最大

限度地解放劳动力，腾出时间搞运输和外出务工等赚钱，全面增加收益。 

5.3. 村集体组织动员村民联合保护收益 

作为代行村集体组织职能的村委会，应切实发挥职能履行职责。按照目前黑龙江省的村集体编制，

各行政村村委会下辖各自然村(屯)均设立“小村长”或“屯长”，负责执行村委会下达的各项行政指令，

领导和协调所在屯的各项事务性工作。要正确发挥这些村集体组织及其成员对农民收益的联合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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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收益最核心的是粮食销售收入。为此，建议在村屯农民粮食交售和收购环节，由村委会全面负责，

就近联系粮食收储公司，并商谈交售粮食质量等级与价格、扣水扣杂规则、集中交售时间段、资金结算

办法与要求等相关事宜，并通过屯长向粮农发布通知，由农民自行决定交售品种、数量和运输；各村屯

应限制粮农与外来粮商直接与村民直接交易，应成立由屯长和 2 名义上村民代表共同组成的售粮委员会，

负责与外来收购粮商就粮食收购价格与现金结算等适宜进行谈判，谈判确定收购后通报村民交易，并做

好谈判与交易记录，每年向全体民村公示一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杜绝农民交售粮食风险，

确保丰年增加收益。在此过程中，经过村委会确定统一交售给粮食收储公司和粮食加工企业的粮食，原

则上应一律即时现金结算，即“一手交货一手收钱”。倘若发生先收粮后付款的，村委会应承担敦促收

购单位尽快结算粮款并承担违约利息的责任，避免农民承受粮食销售风险；如有村民不执行村屯组织有

关粮食交售意见和决定，自主对外交易且经研判切实存在风险的，屯长和谈判委员会应积极劝阻，但不

予强行阻止，毕竟发生风险由农民自身承担。 

6. 结论 

特别强调支出，增加收益保障机制中的“农闲创收保障机制”，需要基层政府用执行行动和服务理念

加以合理保护。受气温和光照时间影响，黑龙江农业生产每年一个循环，即每年只能种一茬庄稼。这样，

一年中有 5 个月左右时间处于整体农闲状态；此在机耕作业逐渐取代手工耕种时代，粮食种植、田间管理

和收割等农忙时间大幅缩短，农业生产从春到秋也会有一些空闲时间。除了家务外，体力充沛、精力旺盛

的农民们会不失时机地到处务工，从事为种田大户插秧栽苗、构建或维修大棚、采摘瓜果、做建筑力工等

工作。从而，在不影响自家农业生产前提下，创造额外收益。这是利农利己也利国的好事，政府和社会都

应予以鼓励和支持。那么，政府在行政监管等方面，就应该增强服务意识，确保手下容情，不能派出所民

警动辄就上道检查农民自驾农用车、电动车，而应采取正确引导和热诚劝导的方式，帮助农民解决务工负

担和压力。基层政府所有领导干部和职工都务须明白一个道理：自己苦心、费心、热心工作，才是为农民

贴心服务；只有贴心服务，才能让农民暖心；农民暖心，才能安心务农。这是农村基层党政工作的基本守

则和“王道”，是稳定农村人力资源和建设粮食生产大军的硬道理。为此，提出如下三点主张： 
1) 围绕粮农收益保障目标安排部署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建设。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应从支出节约的基础

环节着眼，以增加农民收入渠道、结构和规模为重点，以农民收入能够切实转换成可支配利益为根本，

构建基础收益机制、增加收入机制和实现收入机制健全性、完善性和系统性的战略层级。 
2) 粮农收益保障机制要明确全责并筑牢责任评价体系。国家有宏观调控法度，农民有自制自保风度，

集体有联控联建热度形成以国家保护为基本、以农民自强自保为根本、以村集体联动督促为辅助的“三

位一体化”收益保障机制，作为对地方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贯彻落实效果和执行力的重要责任评价层级。 
3) 基层党政机关务必认真履职确保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层层落地招招见效。党政机关特别是基层乡镇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应针对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的责任评价目标，紧密围绕宏观战略层级内容对战术层和

执行操作层的要求，因地因时制宜地研究制定具体化的粮农收益保障机制体系及其落实执行办法，确保

粮农收益保障机制建设有条不紊，内容有章有节，落实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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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人文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大庆市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研究》(DSGB202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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