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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产业
化快速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优势，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契机和新途径。

一、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合作社宣传引导还不够
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红枣新型经营主体，对推动红枣产业

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佳县农业农村政策法规宣传方面虽
然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但是好多枣农对合作社的成立、运行等知
识不了解，尤其是少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法律不了解《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对专业合作社发展方向不明、政策不清，制约着专
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二）合作社的管理水平不高
一是政府管理方面，合作社的考核机制不健全，没有充分

发挥作用。红枣产业发展中合作社与乡镇签订协议，对切实履
协议、按期完成目标任务的专业合作社，奖惩办法落实不到位，
政府扶持倾斜力度不够。对未完成红枣产业任务的督监督不到
位，整改不到位的合作社没有取消享受政府和相关部门扶持政策
资格。二是专业合作社内部管理粗放。多数红枣专业合作社因不
设立代表大会，民主集中没有真正发挥。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
设，尤其财务管理不规范，没有建立内控系统，物资购买、红枣
销售收入等资金监管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三）合作社资金短缺、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筹建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少，发展中因社员资金有限，
合作社周转运行资金短缺，后期的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自我发
展能力不强。

（四）合作社发展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
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拥有专业

的经营，管理、红枣技术人才的合作社不多，多数合作社是靠几
个发起人完成的，社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创新精神不
足，市场营销能力不强，制约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五）合作社与产业户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
合作社与产业户签订红枣生产经营流转协议，产业户的枣林

地由合作社管理，合作社给产业户土地租赁费，多数产业户没有
参与种植、加工、销售等经营活动。流转协议流于形式，产业户
和合作社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

二、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对策与建议
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枣农稳定增收的主要载体，为了

促进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各部门参与、乡村干部齐心协力，
加强内部管理，促进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今后重点在科学引
导、政府扶持、分类管理、强化服务、加大培训等方面下功夫。

（一）加强宣传，推动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与红枣产业扶贫密不可分。大力

宣传合作社在增加枣民收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营造全社会都关
心支持合作社的建设的良好氛围。尤其是红枣主产区乡（镇）村
干部要从思想上真正高度重视，推动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红
枣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二）强化分类管理，“输血与造血并重”
加强合作社管理是确保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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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分清专业合作社的类别，制定发展目标和任务，找准发展
症结，因地制宜。一是对管理规范、产业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
合作社，政府引导其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通过自身“造血”
方式，抓好红枣基地、深加工（红枣原浆酒、红枣果酒、红枣醋
饮、红枣浓缩汁）、营销团队建设，形成完全闭合的红枣循环产
业链条。二是对发展有前景、经济基础薄弱的专业合作社，政府
加大支持，注入资金，通过“输血”启动专业合作社发展。三是
清除“空头社”“一人社”等不规范的合作社。专业合作社要设
立代表大会，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发挥理事会、监事会的监督作
用，逐渐规范管理。

（三）加大扶持力度，增强专业合作社发展后劲
一是政策扶持：县扶贫办、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对有发

展前景的专业合作社给予政策倾斜，不断壮大其发展实力。二是
资金支持：落实合作社项目资金，改善合作社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设施建设，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注入强劲的后力。三是信贷
支持：金融部门要适当放宽贷款政策，把扶持专业合作社作为农
村信贷的重点，为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提供资金。

（四）加强培训，增强合作社技术力量
选优配强专业合作社领导班子，把当地有能力的人聘进专业

合作社。生产管理人员开展定期培训，解决生产、加工、营销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组织人员出外参观，异地交流等活动，
学习先进经验，了解市场信息，提高管理水平。鼓励更多的返乡
人员、乡村能人、大学生村官等到专业合作社创业。

（五）探索合作社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整合现有红枣种植合作社、加工合作社和种养合作社资源优

势，推广“企业+合作社+产业户”的发展模式，激发红枣产业户
的积极性，让产业户自愿嵌入合作社的生产、加工、销售等链条
上，增强主人翁的责任，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融合、紧密联结，
提高红枣产业经济效益，推动红枣行业发展。

（六）试点先行，个体与整体并进
佳县红枣种植面积大，从事红枣产业的人员多，红枣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发展不能一哄而上，选择红枣产业基础强、推广标准
化品牌化、农民素质高的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试点，总结成
熟经验，推广成功做法，把佳县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大做优做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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