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舒兰曾以出产皇家贡米自豪，所产水稻
品质上乘，但好米却卖不出好价。2014年，
舒兰开始集全市之力进行品牌突击，继成功
注册“舒兰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
2015年“舒兰大米”又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证书。近年来，舒兰多次放弃引进高污
染、高耗能的工业项目，下决心发挥舒兰独
有的生态、气候和土壤等多种优势，把大米
作为主要产业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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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乡市回龙铺镇丰收村作

为传统的农业村，敏锐把握，积极探索，

以四眼井土地合作社为平台，以“为美

园”项目落户为契机，以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目标，以“合作社+企业+农户”

为模式，走出了一条农村自我发展、自我

振兴的新路子，实现了美丽乡村的凤凰

涅槃，谱写了丰收湾里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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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沿

一席谈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

于开展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

通知》，选择北京市大兴区等61个地区

开展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3年多

来，各试点地区在创新产业和城市融

合发展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多元

化投融资机制、健全要素流动机制、推

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一系列改革创新

成果。

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
“放管服”改革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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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吉林省舒兰市引导当地农户既种好水稻又“种”好品牌，成功实现从“白米”到“金米”的“品牌突击”，在万顷稻田里书

写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鲜活故事。图为在舒兰市平安镇，一位种粮大户在稻田间观察水稻长势。新华社记者 许 畅 摄

用奋斗创造幸福生活
□ 许 航

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

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悠悠五千

载，生生不息的炎黄子孙在古老的华夏

大地上，用勤劳与智慧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灿烂文明，绵延不绝，经久不衰；坎坷

近百年，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

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民族独

立，挺起了民族脊梁；新中国成立后，饱

受战争摧残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不屈

不挠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短短几十年，从之前的积贫积弱一

步步走向了而今的繁荣富强，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数次伟

大飞跃，是一代代人筚路蓝缕、披荆斩

棘、艰苦奋斗、砥砺奋进的成果。人民创

造历史，幸福源自奋斗。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奋斗的过

程是艰辛的，因为它不会一蹴而就；奋斗

的过程也是幸福的，因为只有在长期不

懈的奋斗中，才能体验人生百味，锤炼品

格意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

大成就基础上，全体人民脚踏实地，坚

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把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变成现实：天更蓝、水更绿，绿水青山

的美丽画卷得以重现；居民收入更高，增

收的账本上保持着上扬线；农村接入互

联网，先进技术飞进山，土特产从山中

飞出去，脱贫攻坚战场上有了切切实实

的答案……

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

断跋山涉水，仍要以坚定不移全面深化

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

到底。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一个民族

的伟大复兴，不是一个人、不是少数人

能完成的，需要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参

与。在参与创造伟大时代的同时，也在

创造自己的美好人生；祖国是个人成就

的放大器，借时代之力才有机会实现自

我突破。

新时代是实现梦想的时代。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梦想，就需要每个

人有奋斗精神，响应奋斗号召，珍惜当下

一切的来之不易，理想坚定，信念执着，

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把奋斗

精神融于岗位、融于日常，奋勇前行，永

不气馁。

我们不能等待未来，而要创造未

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乘势

而上，勠力同心，在不懈奋斗中抵达心中

的幸福。

□ 赵文君

邮路总长度增长近一倍，邮政

业务收入增长1290倍，全国乡镇快

递 网 点 从 空 白 到 覆 盖 率 超 过

90%。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邮政

体制改革释放巨大红利，行业发展

取得巨大成就，百姓用邮、用快递

越来越便利。

邮政体制改革释放政策红利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沈鸿雁

说，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央先后

部署完成了邮电管理体制调整、邮

电分营、邮政政企分开及完善省级

以下邮政监管体制改革等重大体制

改革任务。制定实施邮政法并先后

进行三次修订修正，颁布实施快递

暂行条例，邮政业改革发展的顶层

设计极大地释放了政策红利，激发

了发展动力。

1980年和1984年，中国邮政先

后开办了国际、国内特快专递业务，

开中国大陆快递业务之先河。

1992年以来，中国民营快递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快递业进入了

快速发展阶段。

2006年实施的邮政体制改革消

除了快递在体制机制上的发展障碍，

尤其是2009年邮政法修订实施，首

次将快递业务纳入调整范畴，明确了

快递企业的法律地位，极大地释放了

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目前我国快递法人企业达2万

家，从业人数超过200万。我国快递

业务量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一，对世

界增长贡献率超过50%。

邮政服务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邮政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

邮路单程总长度增长近1倍，总体

实现“乡乡设所、村村通邮”，邮政

普遍服务营业场所总数达 5.4 万

处 ，建 制 村 直 接 通 邮 率 超 过

97%。截至 2017 年，全行业拥有

各类营业网点 27.8 万处，是 1978

年的5.6倍。

邮件时效性显著提升，省际包裹

时限提升近五成，服务深度极大延

伸，包裹由投递领取通知单改为按址

投递包裹实物到户，乡镇5公斤以下

包裹全部投递到村。

同时，邮政包裹类新业务不断涌

现且增速明显，年均增长率90%以

上；国际小包从1.7亿件增长至8.9亿

件，成为跨境电商寄递的主渠道。

为深入推动快递业普惠发展，

2014年，国家邮政局启动“快递下

乡”工程。短短4年时间，乡镇快递

网点从无到有、从有到全。截至

2017年底，全国快递网点乡镇覆盖

率达到87%，基本能够满足6亿农村

人口的快递服务需求。2018年，全

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进一步提升，

目前已超过90%。

截至2017年底，全国累计建成

快递服务营业网点21万处，行业拥

有国内快递专用货机100架，邮政、

顺丰和圆通3家货运航空公司快件

占国内航空货运运输量40%以上。

邮政业服务经济能力不断增强

从1978年的邮政收入5.1亿元，

到 2017 年的邮政行业业务收入

6622.6亿元，40年来增长1290倍。

邮政行业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

农业和跨境网购能力不断增强。据

国家邮政局统计，2017年，快递直接

支撑制造业产值2375亿元，全年农

村地区收投快件量超过100亿件，带

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超过

6000亿元。年支撑跨境网络零售额

超过千亿元，支撑网络零售额超过5

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重超

过15%。快递业对消费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30%，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

率超过20%。

邮政业积极服务农村电商带动

农民创业致富。党的十八大以来，通

过组织开展“一市一品”农特产品进

城示范项目，带动贫困地区增收人数

137万人，累计增加贫困人口收入

13.3亿元。

“昔日的老邮政已经成为新经济

的代表和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力

量。”沈鸿雁说，下一步要继续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拓展行业发

展格局，不断提升寄递服务质量，擦

亮中国寄递名片。

从“白米”到“金米”的“品牌突击”
——吉林稻田“种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样本

□ 邹声文 刘 硕

吉林舒兰曾以出产皇家贡米自

豪，所产水稻品质上乘，但好米却

卖不出好价，面对以大米闻名的邻

县——黑龙江五常，既尴尬又羡慕。

近年来，舒兰引导当地农户既种

好水稻又“种”好品牌，成功实现从

“白米”到“金米”的“品牌突击”，在万

顷稻田里书写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

鲜活故事。

“邻居”强，更要自己强

一条拉林河，将吉林舒兰与黑龙

江五常连在一起。两地同山同水同

气候，也同样出产优质稻米，但地处

上游的舒兰所产大米却远不及五常

大米名气大。价格低很多，就自然出

现了“贴牌”的尴尬现象。

一方面是部分舒兰大米“主动贴

牌”：五常大米知名度高，不少加工厂

购买印有五常大米字样的包装袋，

“贴牌”上市。

一方面是不少舒兰大米“被动

贴牌”：五常大米畅销，当地产量无

法满足需求，一些米企就开着大卡

车到舒兰等地方大量收购稻花香品

种的稻谷。

“那些年，舒兰为了跟五常争粮，

还曾在村口设卡，不准外地车辆来收

粮。”在紧挨五常的一个乡镇，一位舒

兰米商回忆说。

“黑龙江五常的品牌意识起步

早，水稻品种研发做得好，行业协会

带动作用强，当地政府也重视推广，

所以很早就得到市场认可。”说起舒

兰与五常昔日的差距，舒兰市平安镇

永丰米业董事长曹洪峰颇有感触。

米香也怕巷子深。10多年前，

一些舒兰人背上大米和电饭锅，开始

走南闯北参加展销会，现场焖饭让消

费者品尝，舒兰大米开始被人知晓。

“但与五常相比，这些努力还远

远不够，万里长征只迈出了一小步。”

舒兰市粮食局监督检查科科长赵彦臣

说，当地年产水稻45万吨左右，绝大

部分还是没能卖出好价。

“种”水稻，更要“种”品牌

要走出五常的影子，小打小闹、

单打独斗都不行。2014年，舒兰开

始集全市之力进行品牌突击，继成功

注册“舒兰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后，2015年“舒兰大米”又获得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统一的形象

标识把分散的力量拧在一起。

2013年，舒兰成立大米协会和

大米品牌推广协调机构，开始组织当

地米企抱团闯市场。为了支持舒兰

大米走出去，当地政府从2014年起

每年专门拨付二三百万元推广经费，

今年涨到了500万元。

“第一次在北京开推介会时，现

场的北京市民都被舒兰大米的香味

吸引住了，企业带去的产品预订一

空。”舒兰大米协会工作人员安娜说，

从2014年开始，推介会陆续在北京、

上海、广州、杭州等地举行，不仅赢得

口碑，更拿到订单。电视屏幕、户外

广告、飞机餐食、电商平台……学会

主动吆喝的舒兰大米，为越来越多消

费者所熟知、认可。

“我每年要参加10多次推介活

动，感受舒兰大米有三大变化：一是

名气大了，二是价格高了，三是销量

大大增加。”友诚米业董事长孙有成

说，“从前，舒兰大米1斤卖2元左右，

现在高的要卖三四十元，甚至一些外

地企业开始模仿我们的包装。”

除了通过各种平台积极推介外，

当地还组织插秧节、开镰节、丰收节

等互动活动，主动邀请外地客商来实

地察看、参与，增加他们对舒兰大米

的感性认识。

“不久前的丰收节上，多家国内

知名企业负责人在稻田栈道上品尝

我们的大米后，立即签订了大单合

同。”舒兰市委宣传部部长萧模喜说。

“闯”品牌，更要“护”品牌

舒兰大米“闯”出了品牌，也意味

着面临一项新任务：“护”品牌。

“首要的是确保绿色种植，政府

提供高标准农田改造补贴，到今年

底全市将拥有60万亩绿色稻田和3

万亩有机稻田。”舒兰市农业局副局

长王立君说，舒兰还推出了地方水

稻种植标准，从源头上为水稻品质

立下规矩。

好吃才是大米品牌的王道。这

几年，舒兰的稻花香、小町香等产量

不高但口感更好的品种种植面积越

来越大，鱼稻、蟹稻、鸭稻等新种植模

式更加普遍，二化螟性诱剂、赤眼蜂

等病虫害生物防治方式得到大面积

推广。

在舒兰市朝阳镇的一片稻田里，

水中泥鳅游动，田间稗草丛生。舒兰

合兴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奚凯军说：

“泥鳅不能带来多少效益，稗子更会

影响水稻生长，但它们是优质大米的

最好‘代言人’，等于告诉消费者这里

的大米是绿色天然的。”

品牌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作为

舒兰大米的龙头企业之一，永丰米

业在建设占地万余平方米新厂房

的同时，开工建设舒兰稻米文化博

物馆。“我打算把稻田观光、博物馆、

生产线等连成一条线，让客商和游

客更好地感受舒兰大米的魅力。”

曹洪峰说。

绿水青山出好米。萧模喜介绍，

近年来，舒兰多次放弃引进高污染、

高耗能的工业项目，下决心发挥舒兰

独有的生态、气候和土壤等多种优

势，把大米作为主要产业来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

旅游资源缺少优势的舒兰来说，优质

大米就是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

最好‘中介’。”萧模喜说。

从乡乡设所、村村通邮到世界第一快递大国
——我国邮政业改革释放巨大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