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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靖安江西靖安：：脐脐橙丰收助脱贫橙丰收助脱贫
近日，江西省靖安县1.3万亩脐橙迎来丰收，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供应市场。近年来，

靖安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采取免息小额贷款、免费技术培训、免费供给种苗等措施帮扶贫困农民

发展脐橙种植，该产业已成为当地村民脱贫的重要途径。图为靖安县高湖镇中港村村民在果园里

收获脐橙。 新华社发（徐仲庭 摄）

要闻速递

本报讯 记者赵薇报道

11月29日，第七届“薛暮桥价

格研究奖”颁奖大会暨中国价

格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据了解，“薛暮桥价格研究

奖”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已于

1998 年、2001 年、2004 年、

2007年、2010年、2013年相继

举办了 6 届评选表彰活动。

2017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

中国价格协会启动第七届“薛

暮桥价格研究奖”评选工作，目

前共评选出获奖著作10部、获

奖论文47篇。获奖论著紧密

结合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控监管

工作的实际，对有关理论政策

问题做了认真调研和深入的探

讨，不仅为制定政策提供了理

论依据，也为解决价格矛盾提

出了针对性、应用性强的对策

建议，对实际工作有较强的指

导作用。

中国价格协会会长陈峻表

示，近几年，国家放开绝大多数

商品和服务价格，运用好企业

定价权、加强价格自律成为各类

市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行

业协会脱钩后，政府和会员单位

对行业协会的服务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对协会专职人员的能

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中

国价格协会将广泛推进价格专

业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工作；逐步

推进价格信用建设，开展价格信

用评价，促进企业价格自律；积

极参与协调处理价格矛盾和纠

纷；不断提升协会管理水平和

服务能力。

第七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揭晓
共评选出获奖著作10部、获奖论文47篇

□ 薛 天 罗争光 萧永航

初冬的暖阳下，四川青川

县沙州镇青坪村，一批“贵客”

在绵延的山坡上扎下了根——

浙江安吉黄杜村的农民党员们

捐赠的首批100万株白茶新苗

顺利种下，成了大山里农民们

新的致富希望。

“‘浙江亲人’不仅给我们

捐茶苗，教我们种茶技术，还帮

我们打造茶深加工产业链，挖

掘观光旅游潜力，让我们的对

口帮扶又提升了一个层级。”沙

州镇镇长白培力说。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

开始部署东西部扶贫协作。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

东西部扶贫协作”。从最初的

资金投入、物资捐赠到干部援

助、人才培养，再到如今的产业

帮扶、深度协作，扶贫协作的模

式不断升级，让共同富裕的“新

苗”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种下产业转移的
“致富新苗”

2017 年底，一份名为《承

接东南沿海毛绒玩具产业转

移打造安康新兴支柱产业》的

报告递交给了陕西安康市政

府，这是江苏常州市驻安康市

工作组为安康市栽下的“致富

新苗”。

“产业转移安康，既可以为

东部地区‘腾笼换鸟’，又可以

增强安康的‘造血’功能，促进

错位发展，实现互利双赢。”安

康市相关负责人说。

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近

150 家毛绒玩具企业前来安

康考察，并建成投产毛绒玩具

社区工厂 32 家，产业已初具

规模。

在安康市汉滨区谭坝镇，

贫困户程爱民的生活也因此有

了转机。因为右腿残疾，他曾

缺少生活的信心，但现在镇里

建起了社区毛绒玩具厂，他在

家门口找到了缝纫机工的工

作，每个月有了2000元的固定

收入。

因扶贫协作、产业转移而

受惠的不仅仅是安康市，也不

仅仅是程爱民。在西部不少地

区，产业转移后的项目都是引

领地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脱

贫增收的“致富新苗”。

数据显示，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以来，仅江苏省南通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已援助资金3205

万元，帮助陕西省汉中市城固

县实施苏陕扶贫项目38个，覆

盖该县101个贫困村，受益贫

困群众4000多人。

在深度交流中结下
“累累硕果”

如何既扶贫又“扶智”，既

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

是现阶段通过扶贫协作走向

共同富裕需要破解的新课题。

调研发现，从简单的“赠予”到

通过深度交流实现“精准帮

扶”，已经渐成趋势。

在对口帮扶四川省广元

市的22年里，浙江省已经累计

安排了 90 亿元资金，派遣各

类专业人才4500多人次帮扶

青川县，培养各类本土人才2万

余人。同样，截至 2018 年 10

月，因苏陕合作，两地干部人

才互访达 2400 多批次 2.3 万

多人。

人员的互动，换来的是多

层次的深度交流。对于落后地

区而言，交流给封闭的环境带

来了生气，解放了思想；对于发

达地区来说，交流让帮扶工作

沾了地气，有的放矢。

近年来，苏陕两省不断拓

宽人才交流渠道，教育和卫生

领域成为交流的重点。双方组

织教育系统师资交流培训超1

万人次，结对学校（幼儿园）达

381所；江苏省35所三级医院

与陕西35所县市级医院建立了

对口支援关系。

部分协作地区还建立了与

就业相关的合作关系，组织落

后地区的群众外出务工。在城

固县，通过与南通共同举办的4

次招聘会，已有600多人达成

用工意向，累计向南通输送贫

困劳动力130人。

2017年，浙江携手青川县

举办现场劳务招聘会6场，49

家企业提供6000余个就业岗

位，达成就业意向2000余人，

711名贫困群众在青川浙商企

业实现就近就业。

构筑互惠共赢的
“希望图景”

“选择在汉中建厂，企业也

因此受益，当前东部沿海地区

用工成本不断升高，生存压力

很大，厂区向西部地区转移，实

际上也是在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已将工厂向陕南地区转移

的福建商人谢进财说。

东西协作，不仅仅是帮扶，

也越来越多表现为共同发展进

步。自然资源匮乏、劳动力短

缺、市场相对饱和，在东部发达

地区面临发展转型升级考验

时，广阔的西部仍然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

以秦巴山区为例，近年来

通过移民搬迁工程，秦巴山区

实现了人口聚集，创造出人口

红利，正好满足了东南沿海企

业的用工需求。而这些带着思

路、带着技术的外来企业，也在

帮助当地的优势资源对接市

场，焕发新生。

浙江方面尽力帮助青川县

增强“造血”功能，除了发展产

业园鼓励浙商落户，还挖掘出

当地生态潜力，发展旅游行业，

有经验的浙江企业在当地投

资，不但完成了帮扶，自己也赚

到了钱，实现了双赢。

据了解，在陕西省党政代

表团赴江苏推进对口扶贫协作

期间，两省签署能源战略合作

协议，有关部门、单位签署13个

专项协议和32个项目合作协

议。双方商定将《陕电送苏框

架协议》中陕电送苏落地电量

增加至每年15亿千瓦时，共同

推进“陕煤入苏”工作。

在两省深度合作的32个项

目合作协议中，既有特色农副

产品加工项目，也有新型建筑

材料、汽车零部件制造等工业

项目，还有园区开发、文旅景

观、农村电商体系等平台项目，

力图实现两省的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

东西部扶贫协作迎来“丰收季”

□ 安 蓓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

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

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

意见》近日发布，为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

迈进勾勒蓝图。

推动国家重大区域
战略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

出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经济

空间布局更为优化。

意见强调，推动国家重大区

域战略融合发展。以“一带一

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

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

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

——以“一带一路”建设助

推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协同开

放，以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主

骨架加强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

内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

新格局。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

间结构，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和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探索超

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

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

“大城市病”的优化开发模式。

——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

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位优

势，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

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

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

——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

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

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

间融合互动发展。以北京、天

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

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

展。以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

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以香港、澳门、广州、深

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

新绿色发展。以重庆、成都、武

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

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

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

块融合发展。

健全市场一体化
发展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建设中的主导作

用，是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

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

意见提出，要实施全国统

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加快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引导科

技资源按照市场需求优化空间

配置，促进创新要素充分流动。

在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建

设方面，意见明确，推动京津

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等区域

市场建设，加快探索建立规划

制度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

方式一致、区域市场联动的区

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促

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根据意见，建立健全用水

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

初始分配与交易制度，培育发

展各类产权交易平台；构建统

一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

促进资本跨区域有序自由流

动，完善区域性股权市场。

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区域

之间利益的平衡和补偿是必须

突破的难点。

意见明确了健全区际利益

补偿机制的三个重点任务——

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生

态保护地区、流域下游与流域

上游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

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

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支

持在具备重要饮用水功能及生

态服务价值、受益主体明确、上

下游补偿意愿强烈的跨省流域

开展省际横向生态补偿。

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

之间利益补偿机制。鼓励粮食

主销区通过在主产区建设加工

园区、建立优质商品粮基地和

建立产销区储备合作机制以及

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服务支持

等方式开展产销协作。加大对

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

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

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围绕煤炭、

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太阳

能以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加

快完善有利于资源集约节约利

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价格形

成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

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

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

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立支持资

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是最基本的

民生需求。意见明确了在养

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重点。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尽快实

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

断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级。

巩固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

制，增加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

转移支付规模，强化省、市统筹

作用，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

度贫困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支持力度。

意见强调，加快建立医疗

卫生、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

务跨城乡跨区域流转衔接制

度，研究制定跨省转移接续具

体办法和配套措施，强化跨区

域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合作。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质量迈进
——聚焦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四大亮点 本报讯 上海自贸区管委

会11月29日宣布设立融资租

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平台），

并发布上海自贸区关于进一步

促进融资租赁产业发展的20

条措施，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通过这些措施，未

来在上海自贸区内租飞机和船

舶等大型装备将更加便利。

融资租赁是连接现代服务

业与先进制造业，连接金融中

心与贸易、航运、科创中心建设

的重要纽带。作为全国融资租

赁业中资产规模最大、业务种

类最全、发展环境最好的地区

之一，上海自贸区把发展融资

租赁作为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

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对行业的

精准服务水平。

最新成立的融资租赁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平台），将整合

上海自贸区内现有服务团队和

资源，为融资租赁企业提供全

方位、高效率的“保姆式”服

务。同时，进一步探索加强长

三角区域产业协同创新的工作

机制，增强上海融资租赁产业

的引领作用。

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管

委会保税区管理局和陆家嘴管

理局，还分别与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福特汽车融

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日照

港集团（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等 10 家融资租赁企业签

约。根据协议，这些企业计划

在上海自贸区内投放更多的飞

机、船舶等资产。

为了消除融资租赁产业

发展中的“堵点”，上海自贸区

管委会提出，将从融资租赁企

业设立和发展、人才招聘、服

务实体经济等6个方面，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比如，对在自

贸区内开展航空、航运、重点

设备融资租赁项目的专业子

公司，在项目运行期间，给予

一定奖励。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三季

度末，注册在浦东新区的融资

租赁母公司总数达到1804家，

注册资本总额7272亿元，融资

租赁资产规模约2万亿元。落

户在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的融

资租赁项目公司（SPV）达到

335家，租赁资产包括368架

飞机、316艘船舶以及26台飞

机发动机等大型设备。

（龚 雯 何欣荣）

上海自贸区：飞机船舶租赁更便利
融资租赁项目公司达到335家

本报讯 记者李宏伟报道

日前，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2019年煤炭中长期

合同签订履行有关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

煤、电、运三方要早签、多签、签

实煤炭中长期合同。

《通知》明确，鼓励支持更

多签订2年及以上量价齐全的

中长期合同。中央和各省区市

及其他规模以上煤炭、发电企

业集团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

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或采购

量的75%以上，且不能低于上

年水平。鼓励产运需三方不断

创新衔接方式，多签直购直销

合同和有运力保障的三方合

同。通过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等

支持措施，鼓励引导有关方面

签订更高比例的中长期合同。

中长期合同是煤炭产运

需各方建立长期、稳定、诚信、

高效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也

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的具体体现，对于促进相关行

业健康发展和经济平稳运行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知》提出，要提高合同

的履约率和执行的均衡性。煤

炭产运需企业要切实增强诚信

意识，合同一经签订必须严格

履行，全年中长期合同履约率

应不低于90%。鼓励按照均

衡原则将年度中长期合同分解

到月，并报铁路部门备案优先

安排运力。为促进产运需平稳

运行，旺季煤炭企业每月合同

执行量、淡季电力等重点用煤

企业每月合同接收量原则上应

不低于全年平均水平。

《通知》明确，煤电双方应

继续参照“基准价+浮动价”定

价机制，协商确定中长期合同

价格。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

方面加强指导，重点对20万吨

及以上的中长期合同进行监

管，对合同履行情况实行分月

统计、按季评价，同时委托第三

方信用机构开展中长期合同签

订履行信用数据采集，建立动

态信用记录，适时公布有关履

行信用状况。各地区、有关部

门要建立健全合同履行评价措

施，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

早签多签签实煤炭中长期合同
全年中长期合同履约率应不低于90%

从最初的资金投入、物资捐赠到干部援助、人才培养，再到如今的产业帮扶、
深度协作，扶贫协作模式不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