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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人、社会人是重要标志。在农村，依托各类农民

专业合作社首先要实现个体农民的组织化转型。其次，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内部成员加大管理培训、分工协作、岗

位设置等常态化运管，在日常工作开展中不断提升个体综

合素质。再次，依托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维护和发展成

员利益，稳步增加成员收入，增强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

的黏合度。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自乡村、服务农民，对加

快建设喀什新型农民队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二）培育壮大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不断解放和

发展喀什农业生产力的强大驱动

世 界 农 业 强 国 发 展 的 成 功 经 验 告 诉 我 们 ， 先 进 农

业生产力除了科技、人才、资金、现代机械等基本要素

外，高水平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增强国家的农产品竞

争 力 、 农 业 生 产 力 方 面 起 到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 。 例 如 ：

美国柑桔协会长达100多年历史，它们统一商标、统一

售价，为美国果农提供产品推选、形象策划、现代仓储

等全方位服务，实力十分雄厚。这对喀什乡村各类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相比个

体 ，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在 资 金 规 模 、 技 术 应 用 、 产 品 销

售、设备购置、渠道开拓以及抗市场风险等方面具有无

法 比 拟 的 优 势 。 未 来 ， 喀 什 地 区 解 放 和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产业化、智能化，实现农业现代

化，各类高层次、专业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重要力量

基点和重要抓手。

（三）培育壮大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打造喀什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集聚磅礴力量

生 态 兴 则 乡 村 美 。 生 态 振 兴 是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内

在要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少则几个，多则几十

个、上百个。鼓励和支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

建设行动，对打造喀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民意收集、决策建议

甚至资金支持等方面集中表达社员诉求，积极协助基层

党组织开展乡村各项工作，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作的难

度和总量，对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建设美丽乡村

益处良多。

喀什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及困境

近年来，喀什地区积极推进“三农”领域新型经营

主体建设，依托惠农政策扶持，突出典型示范，加大培

训管理，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总量稳步提升。喀什地区

有7家农民合作社入选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

利部等7部门公布的2022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名单，

依次是疏附县布丽布丽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泽普

县金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泽普县新鼎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莎车县精灵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叶城县

萨依瓦克乡核桃王农民专业合作社、巴楚县阿礼屯库孜

农业专业合作社、巴楚县爱力格达瓦农业专业合作社。

截至目前，喀什地区共有各类农民合作社7916家，入社

成员8.12万人，其中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0个、自治

区级147个、地区级111个。[2]培育壮大各类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建设农业强区、助力乡村振兴、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综合来看，相比于喀什地区340

万以上的农村人口，2461个村，现有农民合作社的规模

和质量很难满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需要，与此同

时，喀什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量少质不优的特点仍然较

为突出。

（一）农民对合作社意愿不强、认识不全面

调研发现，认为有必要成立合作社的农民数量不足

被调研农民总数的15%，对合作社缺乏了解的占到被调研

农民总数的75%以上，认为合作社作用不明显的农户占比

达60%以上。部分村尚未有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致使村

民对合作社的积极作用缺乏了解。长期小农经济下的农

民思想相对封闭，习惯性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与外部联接

不紧密，缺乏抱团谋发展的意识。部分村致富能手、技

术能人、种养殖大户等更多乐于独自发展，带动村民共

同致富的欲望不强烈，缺乏牵头成立合作社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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