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0.25
星期四

今日12版 第6665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中国改革报社主办中国改革报社主办

CHINA REFORM DAILYCHINA REFORM DAILY 改革网
中国改革报
微信公众号

奉献有价值的改革新闻

改革网 www.cfgw.net.cn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公报发布报纸格公报发布报纸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

本 报 发 布 企 业 债 券 公 告本 报 发 布 企 业 债 券 公 告

新闻热线：（010）56805028
Email:crdzbs@163.com
本版编辑：王春华

本报和国家发改委离退休干部局合办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他是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

农水系毕业的“高材生”，先后在

原国家计委农林水利局、国家发

改委农经司任职；他亲身参与了

农村饮水安全、七大江河加固堤

防、南水北调等重大民生水利工

程，长期从事农村经济发展规划

研究和编制的工作。他就是国

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原司长

高俊才。2014年退休后，他依旧

活跃在改革的最前沿——研究

农村电商的课题，带队春节返乡

调研，帮家乡政府研究编制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

初见高俊才是在国家发改

委北楼的302离退休干部阅览

室，访谈的话题是他所见证和亲

历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农

业和水利领域的变革。虽年逾

花甲，高俊才的状态却敏锐干练，

身形挺拔、干净斯文，说话时目光

炯炯。在他身上，时光似乎上演

着快与慢的“变奏曲”：时间很快，

华发陡生；时间很慢，桑榆未晚。

兴国安邦 必重水利

“三峡枢纽，巨大效益”“南水

北调，战略大计”“江河湖海，加固

大堤”……2010年，高俊才饱含

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首四言长诗

《水利颂》，发表于国家发改委诗

词协会刊物《诗苑》。他对于水利

事业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我的‘老本行’，本身

就是学水利的，从参加工作到退

休的32年多，我一直从事水利工

作。”高俊才1982年9月毕业于

南京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

大学）农水系，毕业后先后在原

国家计委农林水利局、国家发改

委农经司任职。

时间被拉回到上个世纪80

年代，高中毕业的他回乡到农

村，21岁便当选生产队队长。作

为200多村民的领头人，这一当

就是3年。这段经历，为后来他

选修水利专业埋下了伏笔。“当

生产队队长期间，种上的玉米，

遇到天不下雨，就会减产甚至绝

收，这使我深刻认识到水利的重

要性。于是，就下定决心学水

利专业，解决农田水利的问题。”

高俊才说。

1978年10月，24岁的高俊才

被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农水系录

取。毕业后，高俊才长期从事农

村经济、水利发展的规划研究和

管理工作，直接参与农业、水利

投资重大项目的论证、管理工

作，是中国农村和水利领域改革

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践行者。

高俊才跟记者重点分享了

农林水利投资、江河治理和南水

北调工程等工作的亲身经历。“这

些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

——农村饮水安全是一项

普惠性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对减少介水性疾病、提高健康水

平以及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等，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90年

代，我国的农村饮水安全还很成

问题。这样一次调研经历给

高俊才留下了深刻印象，调研地

的村民不经意间谈道，“现在村

里的水，不管是做豆腐还是泡

茶，都和过去的味道不一样了。”

高俊才把这话放在了心上，离开

时默默从村民家的水缸里盛了

一瓶水拿到临近市里化验。“化

验结果显示，亚硝酸氮等有害成

分严重超标，有的甚至超标10多

倍！而村民饮用的地下水，由于

化肥、农药用得多了，出现了比

较严重的面源污染。”

令高俊才欣慰的是，“十一

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解决

了4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

题。“新千年伊始，联合国提出8

项千年发展目标，所有目标完成

时间是2015年，其中包括饮水不

安全人口比例减半。可以非常

自豪地说，中国在这方面率先行

动，早已超过‘减半’的目标，而

且基本解决了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国家发改委连续多年每年

安排200多亿元，改善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

——大江大河的安澜，关系

到千百万人民生命和千万亿财

产的安全。“1998年长江、珠江、

松花江大水，牵动了全国人民的

心。”高俊才回忆道，1998 年~

2003年，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亲

自带队到一线考察灾后重建防

洪工程建设，5年时间前后调研

了7次。“当时我是国家发改委农

经司分管水利的副司长，作为委

领导的助手全部参与了这7次调

研。根据中央的要求，国家发改

委安排了大量资金，对七大江河

进行了以加固堤防为重点的灾后

重建和综合治理。以长江为例，

主要干堤的体积增加了一倍，5年

新增加的堤防断面面积相当于过

去500多年形成的断面，保障了

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

——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

跨流域调水的战略性工程，在缓

解北方水危机、提高资源的配置

效率等方面，意义重大。最早是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提

出来的，经过半个世纪的论证，

2002 年开工，10 年时间建成。

高俊才说，这十年间，国家发改

委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调查研

究、编制规划到审核项目、安排

投资，农经司做了大量工作，而

且很多是农经司具体牵头的。”

如今，北京主城区的生活用水，

70%是从长江流域的汉江调过

来的，南水北调工程极大地改变

了北京市用水短缺的状况。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仅关

系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和农民

增收，更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

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正如

高俊才在《水利赋》中写的那样，

“安邦兴国，必重水利”。

“五良”并举 振兴农业

农村经济司是国家发改委

负责农林水利气象业务的职能

司局。除了“老本行”水利事业

之外，“三农”问题包括农村体制

改革也一直是高俊才的关注点。

“近百年来，农业、农村和农

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改革

和建设的根本性问题，而农民与

土地的关系问题又是‘三农’问

题的核心。”高俊才谈道，在当前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形

势下，进一步反思走过的路，对

走好未来的路是很有意义的。

他向记者分享了自己多年

从事“三农”工作，通过不断地实

践和研究总结出的两条重要启

示：一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

须“两手抓，都要硬”，二者不可

偏废；另一条是中央一号文件对

“三农”发展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实行的土

地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土地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即

‘三权分置’，都是通过改革生产

关系，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推广优良品种和实行水利化、机

械化、园田化、标准化、信息化

等，则是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和改

善设施装备，来全面提高生产力

水平。”高俊才总结说，提高生产

力水平和改革生产关系的诸多

措施，可归纳为“五良”——良

种、良法、良田、良器、良制。前

“四良”代表先进生产力，“良制”

则代表先进生产关系，主要体现

在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

在他看来，在今后振兴农村

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要“五良”并举。而这“五良”是

相对的、渐进的，不断提高“五

良”水平，关键在人，当前尤其需

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新型职业农民。

“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针

对‘三农’问题中央发布了20个

一号文件，在春节元旦之际，发

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重要信

息，给亿万农民带来希望、带来

信心，增强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一号’这个‘品牌’信誉度

高，‘品牌’效应明显。”高俊才在

接受采访期间，多次强调中央一

号文件是“含金量”非常高的政策

性文件，各个部门都认真落实。

“就国家发改委而言，2014年，由

农经司负责具体安排的农林水利

投资就有1200多亿元，加上其他

司局安排的涉农投资，强农惠农

投资总计达2000多亿元。”

说起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的发布，高俊才颇为感慨。1981

年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

作会议，在1982年1月1日颁布

了第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

要》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包

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

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

生产责任制，回应了当时社会上

对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分田

密约”为代表的农村生产责任制

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我

在生产队担任队长时，土地所有

权和经营权都属于集体，后来人

们将这种制度比作‘大锅饭’，分

配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平均

主义’，社员‘出工不出力’现象

比较普遍。因为亲身体会到旧

的体制弊端，所以，对后来农村改

革实行的‘大包干’等形式的联产

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和经

营权分离，我是坚决地拥护。”

高俊才谈道，1982年~1986

年，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

确立了农户经营的主体地位，克

服了原有制度的低效率，调动了

亿万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2004年至今，中央每年都对“三

农”工作发布一号文件，对农业增

产增效增绿、农民增收、精准脱贫

和农村繁荣，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采访过程中，高俊才梳理

了我国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从

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大锅饭”到

“大包干”，从“两权分置”到“三

权分置”。“农民的经济利益，概

括起来就是‘钱’‘粮’二字。”在

他看来，无论是“打土豪、分田

地”，还是由大集体的“大锅饭”

到分户承包经营的“大包干”，农

民第一位的需求是多产粮食，吃

饱肚子，此后，则需要多挣票子，

改善生活条件。“经营规模小、成

本高，单靠承包地难以致富，就

应运而生了农民到城镇务工经

商，将自己家的承包地流转出

去，多种地的农民扩大经营规模

也多得了收入，向外流转土地的

和接受流转土地的农民获得双

赢，所以就出现了承包权与经营

权的分离，而‘三权分置’是‘两

权分置’的升级版。”

科学决策 调研先行

在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

任职期间，高俊才的具体工作包

括规划编审、项目审核、资金安

排、政策建议和研究重大问题等

几大类。“做这些工作，我们一直

秉承12字的原则——国为重、民

为本、安为先、合为上。”

高俊才对这12字原则做了

阐释。国为重。作为国家公务

员，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

的重要地位。具体而言，国家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始终

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农村经济司一直把提高农产

品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最重要的

位置。

民为本。把“以人为本”的

理念，体现在“以民为本”上。在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安排上，把

解决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放在

首位，比如农村饮水安全。

安为先。各项工作、各个环

节，优先考虑安全问题，不论是

全社会的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

安全、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

安全，还是本系统的干部安全、

资金安全、工程安全。“干部安全、

资金安全、工程安全是互相联系

的，一环出问题，就会整体出问

题。”在高俊才看来，如果没有权

利制衡就容易滋生腐败。农村经

济司每年安排1000多亿元的资

金，绝大部分资金的下达文件，都

是与委内投资司和委外有关部门

的计划司反复“PK”，最终三方达

成共识。“这就像一个钱柜有3把

锁，钥匙在3个人手里，3把锁都

打开，才能从钱柜取钱。”

合为上。坚持“和合精神”，

本单位同志之间、不同部门之间

要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办事，

即从不同角度、不同职责，都重

视同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事，在调

研、行文等工作中，尽最大努力

形成合力和提高效率。

访谈中，听高俊才分享的绝

大多数的案例，都来自亲身的调

研经历。“在职期间我经常在周末

或者假期前往外地调研，即便是

退休之后，也经常应邀外出调

研。”他反复强调，调查研究，是谋

事之基、成事之道，是研究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他认为要

切实践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

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同

样没有发言权”这句至理名言。

高俊才说，退休前的调研大

部分是明察，也有暗访。比如，

2009年国庆长假期间，他和其他

同志一行赴河北省涿州、涞水等

地调研，到农村、农田、农资商

店、基层信用社等对秋收、秋种

情况进行了调研。“为了了解真

实情况，我们整个调研活动没有

请地方同志陪同。对此，《机关

党委简报》还印发了情况综述，

给予肯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

高俊才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

“品牌农业+农村电商”是他选择

的一个长期关注的调研课题。

“发展品牌农业，是提高农业效

益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好的品

牌产品上线以后才更容易扩大

销售量和卖出好价钱；而电商能

够实现农产品进城，带动老乡脱

贫致富。”他将品牌农业和农村

电商比作现代农业的两个翅

膀。“这两个翅膀已经开始成长，

但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

不够长、不够硬实。下一步需要

政府、企业和农民这三个主体一

起培育。这不仅有利于‘三农’

发展，而且有利于带动我国整个

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春节，他牵头和国际合

作中心的6名同志前往山东潍坊

市调研，撰写的《基层“乡村振兴

战略”现状和实施建议》获得了国

家发改委2018年度春节返乡调

研报告二等奖。他告诉记者，党的

十九大召开以后，他参与的调研更

聚焦于“乡村振兴”主题，今年先后

去了5趟山东潍坊市，帮助当地编

制乡村振兴规划，目前，规划已经

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三

农’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

题、农民增收、精准扶贫、农村繁

荣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去年党的十九大明确，农村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更

是给农民‘定心丸’。”高俊才表

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

施，重点改革将进一步提速，农

村将更加美丽，农业将更加兴

旺，农民将更加富庶和幸福。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访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原司长高俊才

高俊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 本报记者 刘 政

10月24日，国家发改委

召开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

会，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

任、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宏

观经济运行、重点领域改革

进展等情况，并就物价走势、

天然气保供、民间投资等热

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我国物价平稳运行，并

无“通胀”风险。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9 月份 CPI 同比涨幅达到

2.5%，从核心CPI变化情况

看，物价走势平稳。国际上

通常用扣除食品、能源价格

影响后的核心CPI衡量经济

运行通胀走势。1月～9月，

我国核心CPI累计同比上涨

2.0%，比去年同期低 0.1 个

百分点；9 月份同比上涨

1.7%，比上年同期低0.6个百

分点，是近两年来的低点，表

明经济运行中并无“通胀”风

险。经认真研判，当前，我国

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并未出

现趋势性上涨迹象。

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

革试点取得新进展。截至目

前，已开展三批共50家混改

试点，第一批、第二批中的中

国联通、东航物流、内蒙一机

等试点企业改革取得重要成

效，在完善治理、强化激励、

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等方面

取得重要经验，示范效应逐

步显现。第三批混改试点企业共31家，包括10家央企

集团下属子企业和21家地方国企。目前，国家发改委已

批复8家央企子企业试点方案，各地已批复15家地方国

企试点方案，其余试点方案也在抓紧履行批复程序。同

时，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混改试点配套

政策，出台了《关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若干政策的

意见》，今年8月份印发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相

关税收政策文件汇编》，目前正抓紧研究混改试点企业员

工持股等政策。

目前，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已取得积极进

展。总体看，今年我国天然气供需虽然处于紧平衡状态，

但居民用气可以全额保障。据悉，今年全年已落实可供

资源量2635亿立方米，比去年增加249亿立方米；各省

区市全面完成全年供气合同以及供暖季供气合同签订，

资源全部分解至各地；今年新开工储气项目近100个，预

计可形成储气能力约160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约35亿

立方米以上；管网互联互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南气北送

新增供气能力大幅提升；目前主要供气企业已基本完成

储气库注气计划。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

地区，着重做好严格以供定需、坚持以气定改，完善应急

预案，压实各方责任四方面工作。

为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近期，国家发改委会

同有关方面在交通能源、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集

中向民间资本推介了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前期工作

具备一定基础、投资回报机制明确的项目，共1222个，总

投资超过2.5万亿元。下一步，将继续巩固民间投资发展

势头：通过建立健全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工作机制、发

挥好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等，强化政策衔接协

调；突出问题导向，下大力气破除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

隐性障碍，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紧盯重点领域，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吸引民间投资参与建设。

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推动电

力体制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交易机构基本组建完成，截

至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建立了电力交易机构；输配电价

改革持续扩大，2018年陆续核定了华北、东北、华东、华

中、西北5大区域电网输电价格，以及24条跨省跨区专

项输电工程输电价格，累计核减电网企业准许收入约

600亿元；售电侧市场竞争机制初步建立，截至今年8

月，全国在电力交易机构注册的售电公司达3600家左

右，为电力用户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和服务，同时开展了三

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加快放开发用电计划，今年上

半年，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6%；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平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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