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破局局与与新新生生：：解解码码周周口口供供销销社社的的““守守正正创创新新””样样本本
———从全国先进看新时代供销社的乡村振兴使命

�������2024年年底，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 70周年之际，周口市供销合作社荣获“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周口市供销社过往工
作的肯定，更是对其在新时代聚焦主责主业、守正创新的生动诠释。 近年来，周口市供销社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绕率先建成农业强市的目标，扎实推进农
资服务、社会化服务、冷链建设、项目建设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

从传统“扁担背篓”到现代“冷链云仓”，从单一农资供应到全产业链赋能，周口市供销合作社的突围之路，不仅关乎一域一社的改革深化，更折射出中国供销系统
在新时代的使命重塑。

�������周口市供销农资销售有限公司：我市农资服务的主
力军，已构建起完善的县、乡、村农资服务网络，年供应
化肥 50余万吨，占全市化肥供应量的 50%左右。

周口市供销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积极谋划、推进冷
链物流基地建设，解决生鲜农产品储存周期问题。 鹿邑
冷链物流建设为全市树起标杆，目前该县建成、在建、拟
建冷链物流基地 12 个， 服务范围覆盖全县 20 个乡镇，
可年储冷藏保鲜蔬菜、中草药等农产品 1.5 万吨，储存
化肥、百货副食 3.6 万吨。

周口市供销日用品有限公司： 线上线下两翼齐飞，
助农助企。线上，累计帮助 33 家供应商入驻“832”平台，
上架米、面、油等特色农产品 1000多种。 线下，已建成 6
个大型农副产品展示展销中心， 在乡镇大力发展中心
店、直营店，在行政村升级改造便利店，供销社服务直达
城乡千家万户。

周口市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围绕农业生产全链
条，提供“耕种管收储”全流程社会化服务。 2024 年，公
司全程托管土地 83 万余亩， 提供社会化服务超 330 万
亩次，以集采集配集约化经营模式，实现服务土地降本
增效。

周口市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构建再生资源回收
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实现废旧资源变废为宝，促进
乡村绿色环保发展。 全市 6 个县已立项建设。

周口市供销预制菜食品有限公司：推动市政府预制
菜产业融合发展，召集市内 70 余家预制菜企业入会，目
前供应全市 2万多家餐饮公司和学校、单位食堂。

中农（周口）云仓物流公司：建设全国第九个国家级
化肥储备基地，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00 亩，建设化肥保
供储备库 4 栋， 建成后将提供年 4 万吨化肥仓储服务、
年 6.4 万吨化肥装卸服务、年 3 万吨尿素期货入库、年 1
万吨尿素期货堆存，辐射供应周边 3 个省，将为豫东南
化肥稳价保供起到积极作用。

郑棉（周口）供应链有限公司：在周口中心港临港仓
储物流园区建设全省公共型农产品贸易流通体系平台，
打造周口粮都。 豫棉集团占股 80%，周口市供销总公司
占股 10%，港区投资公司占股 10%。

乡村振兴中的周口供销社力量

中中农农（（周周口口））云云仓仓物物流流基基地地。。

守正：
锚定“姓农为农”的生命线

“供销社的根，始终扎在泥土里。 ”周口市供销
合作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卜迎涛的话，道出了
供销社的根基所在、初心所在。 面对市场化浪潮，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坚守 “三农 ”服务主阵地 ，取得
显著成效。

农资保供“压舱石”。周口市委、市政府明确周口
市供销合作社牵头负责全市乡村农资服务体系建

设，并将此项工作列入全市“七个专项行动”，工作结
果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综合考评。周口市供销合作
社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强力推进乡
村农资服务体系提升行动工作落地见效。 2024 年，
全市规范提升农资经营网点目标任务 300 个， 完成
308 个，完成率 102.6%；培育农资骨干企业目标任务
10 个，完成 13 个，完成率 130%；开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目标任务 300 万亩次，完成 331.6 万亩次，完成率
110.5%； 建成为农服务中心目标任务 9 个， 完成 12
个，完成率 133.3%。 各县（市、区）积极探索建立“农
资+” 多元化服务模式， 健全现代农资经营服务体
系。 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年供应化肥 50 余万吨，占
据全市化肥供应量的半壁江山。 鹿邑县供销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扶沟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两家企业入
选 2024 年全国总社农资保供企业。

农副产品“大超市”。利用线上线下平台，畅通农
副产品供销渠道。 依托“832”平台，加强产销对接。
2024 年市供销集团取得“832”平台周口区域服务中
心代理权，大力动员全市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符合条件的 33 家供应商入驻“832”平台，上架米、
面、粮、油等特色农副产品 1091 种，帮助销售脱贫地
区农副产品 1109.97 万元， 极大拓宽了农副产品销
售渠道。 建设农副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打造助农“旗
舰店”， 目前已建设展示展销中心 6 个， 采用线上
（“832”平台）线下同步运营，为解决当地农副产品滞
销和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 发展“直播+助农+电
商”模式。 2024 年，鹿邑县供销合作社开展多场直播
销售，销售农副产品娃娃菜、干辣椒 6 万余斤；川汇
区供销合作社巡回开展直播带货培训， 培育出一大
批“村播”，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太康、沈丘、商水等
县的供销合作社开发手机小程序， 上架本地特色农
副产品，打破农副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

土地托管“新农人”。针对周口劳务输出大市现
状，周口市供销合作社打造“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
为农民打工”服务品牌，创新“供销社+合作社+农
户”模式，积极在广大农村开展“耕种防收”社会化
服务。 2024 年，全程托管土地 83 万余亩，社会化服
务超 330 万亩次， 服务地块均有显著降本增效，受
到服务对象的广泛欢迎。

创新：
锻造现代流通体系的“硬核力量”

供销社作为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曾
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和电商的冲击下，面
临诸多挑战。周口市供销合作社多措并举，全力突破
发展困局。

冷链物流“破壁行动”。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以冷
链物流+基层社+集采集配为载体，积极谋划推进冷
链物流基地建设。 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申报政府专
项债项目 13 个，总申报金额 22.55 亿元。 鹿邑农产
品智能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到位资金 8500 万元，
建设冷链物流基地 12 个， 打造县域上行下行一张
网，促进城乡冷链物流双向均衡发展。马铺冷链物流
项目已建成投入使用，宋河、太清宫、涡北已开工建
设，郑家集等 8 个乡镇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投资
2400 万元建设鹿邑县智能冷链物流数据中心和鹿
邑县智慧供销数据监测中心，服务范围覆盖全县 20
个乡镇，可年储冷藏保鲜蔬菜、中草药等农产品 1.5
万吨，储存化肥、百货副食 3.6 万吨。 冷链物流数据
集控中心可对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 26 个单位的所
有冷库及为农服务中心、 农资经营门店全程监测指
导，向智慧供销、数字供销高质量发展迈出一大步。

数字供销“云上突围”。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积极
建设“云供销”平台，联合全市 179 家基层社、2000 余
家村级综合服务社，构建农产品上行“一键发布”、工
业品下行“集采集配”新模式。 郸城县社依托郸城供
销农业供应链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S2B2C 县域商业
数字化平台，打造 200 多个村级数字化供销便利店。
运用物联网技术，整合仓、货、车、线路、网点等资源，
打造快递物流、快消品、大家电、农资、生鲜等“统仓
共配”模式，开展即时配送、到店自提、快递收发、养
老家政、 农产品代收代购等便民服务， 服务乡村居
民，切实解决服务群众“两个一公里”问题。

预制菜“合纵连横”。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积极推
动市政府预制菜产业融合发展， 主导召开周口市预
制菜产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目前，
益海嘉里、澄明食品等 70 余家企业入会，探索出了
“行业指导+龙头企业+联合会”发展模式。

项目驱动“强筋健骨”。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
目就是谋未来。周口市供销合作社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把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作为推动全市供销合
作社系统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引进全国第九个国家级化肥储备基地。 周口市
供销总公司与中农聚田公司合作成立中农（周口）云
仓物流公司，注册资本 7000 万元，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约 100 亩，建设化肥保供储备库 4 栋，建成后将提
供年 4 万吨化肥仓储服务、 年 6.4 万吨化肥装卸服
务，每年可满足 3 万吨尿素期货入库、1 万吨尿素期
货堆存，辐射供应周边 3 个省，项目建成后将为豫东
南化肥稳价保供起到积极作用。

打造周口粮都。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联合河南省
农产品集团、周口市港区农投公司成立郑棉（周口）供
应链有限公司，以农产品供应链为主业，以电子交易
为核心，以港口内引外联为优势，运用数字化手段推
动粮食贸易收储项目落地，构建供销社主导、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的全省公共型农产品贸易流通体系平台。

实施“双百双千工程”。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在全
市打造 200个基层社示范引领， 提升改造 2000个村
级综合服务社。申报农村供销网点提升与建设专项债
项目，总投资 3.2亿元，申报资金 2.62亿元，提升村级
网点 429个，新建县级网点 7个、乡镇网点 147个、村
级网点 423个，构建县乡村三级供销物流体系。

编织再生资源回收网。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组织
申报鹿邑县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 郸城县再生资源
分拣中心、 商水县供销合作社废旧物资回收加工等

6 个项目，总投资 6.75 亿元，申报国债 3.595 亿元。一
张专注再生资源回收的服务大网， 正通过供销人的
双手，在周口大地铺展开来。

谋划建设供销产业园。 按照“共建共管”原则和
“一园一社”目标，通过园区赋能、园社共建等方式，
整合园区、集体等资源，建设为农服务中心，打造园
区综合服务平台，吸纳社会企业加入，撬动社会资本
进入，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新路径。

立制：
构建可持续服务的“生态闭环”

在改革深水区，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以机制创新
破解“造血难题”。

构建发展体系。面对传统经营模式老化、市场竞
争力不足等问题，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建立健全体制
机制，成立“一委一办四部三中心”（一委：成立市供
销社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委员会；一办：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四部：办公室下设综合部、人事部、财务部和监
察部；三中心：建立直属企业财务记账中心、“三重一
大”资产审查中心、职工人事档案中心），加强对直属
企业人财物等方面的监管，指导直属企业建章立制、
规范运行，成立董事会，落实三项制度改革。 落实省
总社“2+6+N”架构体系，构建周口“1+5+2”发展体
系，市政府批复成立 8 家供销社全资公司。以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为统领，以农资销售、再生资源、冷
链物流、 农业服务和日用品消费品为经营服务五大
公司，以预制菜食品公司为带动、以数字科技公司为
赋能，形成了功能凸显、主责主业聚焦、发展板块清
晰、“三农”协同发展的供销发展体系。

人才振兴计划。周口市供销合作社与周口师范学
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将高校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农业科技成果等多个方面嵌
入到供销社发展体系中，推动供销社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赋能。 强化金融对接，破解发展难题。
周口市供销合作社先后与中国农业银行、 中原农业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农担公司签订四方战略合
作协议，在“三农”领域深化合作。 与工行周口分行签
署协议，推出“种植 e 贷”，授信 5.38 亿元，发放 4 亿
元，为 432家经营主体和农户解决融资难问题。 与中
原银行周口分行签约，中原银行未来 5 年提供 20 亿
元意向性授信额度，开展全方位合作。 抢抓资金政策
机遇，积极推进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全市申报政府专
项债项目 13个，金额 22.55亿元。6个县（市、区）打造
再生资源回收三级网络，总投资 6.75 亿元，申报超长
期特别国债 3.595亿元。申报农村供销网点提升与建
设专项债项目，总投资 3.2亿元，申报资金 2.62亿元。

供销社的“再定义”
当周口市供销合作社的冷链车穿梭于粤港澳大湾

区，当“云供销”屏幕跳动着国内国际期货市场的行情，
这个走过 70年风雨的组织，正在书写新的历史。它不再
是计划经济的历史符号，而是乡村振兴的“国家队”、城
乡融合的“链接者”、农业现代化的引擎力量。 周口市供
销合作社的实践证明：只要守住为农初心、勇闯改革新
路，供销社完全可以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记者 徐启峰/文 刘俊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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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童孟进（右二）一行先后来到鹿
邑县马铺为民服务中心。

河南省供销农产品集团与周口市供销合作社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郑州棉花交易市场、周口市供销合作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周口港区农业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四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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