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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讯

□ 李 银 杨洪涛 潘德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

保护制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近年来，贵州省围

绕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

务、资金筹措、组织方式、产销

对接、利益联结、基层党建等

“八要素”，通过“减、融、服”创

新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既

带动了农户增收，也推动了特

色产业做大做强。

减：“一减一增”助力
百姓富

秋分将至，贵州省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6.5

万亩“易地蔬菜产业扶贫基地”

的“三白”（白萝卜、莲花白、大

白菜）采收也接近尾声。

6月以来，基地生产的近

7500吨“三白”不仅充裕了本地

蔬菜市场，也进入了省城贵阳

的高校和机关食堂，还有不少

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和泰国、越

南等国家。

“三白”丰收了，最高兴的

是县里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

户，他们不仅能得到基地纯利

润55%的分成，还能有一份务

工收入。6月以来，贫困劳动力

在基地务工已超过10万人次，

总务工收入超过800万元。

对于地处乌蒙山腹地、平

均海拔2200米的威宁县，“高、

少、碎、瘦”的耕地一直是当地

农业发展的瓶颈。“威宁有三

宝，土豆、洋芋、马铃薯”这句玩

笑话，道出了威宁农村产业发

展的辛酸和无奈。

从“三宝”的无奈到“三白”

的喜悦，威宁农业的转型是贵

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缩

影。长期以来，玉米是贵州农

业传统的“主角”，但“食之无

味，弃之可惜”，经济价值不

高。2018年起，贵州以调减玉

米等低效作物为突破口大力推

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今年以

来，贵州在上一年调减785万亩

玉米的基础上，继续调减500

余万亩用于种植经济作物。

为确保农户利益，贵州以

“三变”改革为纽带，通过“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让农户获取土地租金、务

工、分红等多种收入。据贵州

省农业农村厅测算，全省种植

蔬菜等经济作物相比传统种玉

米 ，平 均 每 亩 新 增 纯 收 益

3000 余元。今年上半年，贵

州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

45.53 万户贫困人口增收，户

均增收8200余元。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杨昌鹏说，通过“一减一增”的

产业结构调整，上半年贵州农

业增加值超过900亿元，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574元，

同比分别增长5.5%、10.3%，增

速均保持全国前列。

融：“接二连三”舞活
产业链

原汁、果脯、饮料、口服液、

护肤品……在贵州省六盘水市

盘州市的刺梨产研中心，曾经

散落山头无人问，浑身是刺、摸

起来扎手的刺梨被“玩”出了新

“花样”，这些不起眼的小野果，

已成为盘州市集“种植、加工、

研发、销售”一体、带动50多万

农民增收的大产业。

“产销对接顺畅，产品无存

货。”盘州宏财投资集团董事长

鲁鹏告诉记者，该集团投资建

设的盘州刺梨产研中心引进专

家团队近20人进行刺梨系列产

品研发，今年上市的7款产品，

加工产值已达到4亿元。

“特色产业‘接二连三’，舞

活了产业链。”贵州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胡继承认为，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推动了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促进了农产品市场

流通、加工转化、乡村旅游、农

村电商等产业发展。目前，贵

州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超过1500家，今年上半年，这

些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50%。

贵州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认

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

农产品从低端跃上中高端、农

业生产从单一种养业转变为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经济增

长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

动、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靠

资源消耗转变为追求绿色生态

可持续发展。

服：“内扶外引”强
支撑优服务

“今年2月中后期全国范围

遭遇雨雪天气以及多次出现小

规模‘倒春寒’，各地辣椒整体

生产进度和运输流通受影响，

多种因素推高了国内辣椒市场

价格，遵义地区朝天椒的价格

也会出现上涨。”这是中国遵义

朝天椒（干椒）批发价格指数上

半年发布的一条指数分析。

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遵

义市人民政府等编制的中国遵

义朝天椒（干椒）批发价格指

数，从去年8月以来，已采集有

效信息超过3万余条，并对外发

布了多条分析周报，为椒农生

产、政府监管、贸易决策提供了

“风向标”和“晴雨表”。该指数

是贵州省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中完善支持保护、健全社会化

服务的一个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消息，为加快农

业产业培育，今年上半年，贵州

省12位省级领导领衔专班化推

进食用菌、茶叶、辣椒、刺梨等

十二大农业优势产业发展，省级

财政按每个产业1亿元支持发

展；规范化培训农民20.39万人

次，组织1.2万名农技专家下基

层服务；加大农校、农超、农企对

接力度，省内公共机构采购农

产品本地化率达50%以上。

在加大省内扶持力度的同

时，贵州还充分利用对口帮扶

城市资源、展会等强化农产品

产销对接。上半年贵州省引进

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73家，赴

对口帮扶城市开展对接活动16

次，累计销售农产品140万吨，

销售额达121亿元。

本报讯 眼下，新疆冬小

麦收购基本结束，春小麦收购

正有序进行。随着小麦收储制

度改革不断深化，当地优质小

麦收购价格较去年上涨，“优质

优价”得以体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截至

9月21日，全区已累计收购小

麦246万吨，符合市场需求的

优质小麦收购价格明显提升，

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多地生产的

优质冬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

公斤较去年上涨0.05 元~0.1

元，种粮农民收益得到保障。

今年是新疆实施小麦收储

制度改革的第二年，全区继续

实施政府引导、市场定价、生产

者补贴、多元主体收购、优质优

价、优质优补、应急托市收购政

策，小麦收购价格由各收购企

业依据市场行情自行确定。

小麦收购工作启动以来，

当地政府积极发挥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市场引导作用，同时鼓

励小麦粉加工厂、粮食经纪人

等多元主体入市收购，激发市

场活力，形成良性竞争，为小麦

销售实现优质优价创造积极有

序的市场环境。（孙少雄）

“优质优价”新疆小麦收储改革见成效

“减”出效益“融”出特色“服”出动力
——贵州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观察

贵州省榕江县寨蒿镇三洲村的农民在采摘黑木耳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本报讯 中国（上海）自贸

试验区版权服务中心和上海国

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9月24

日正式启动运行。

“两个中心”的启动标志着

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深化改革，

为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化文化

贸易交流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

版权服务中心是在国家版权

局、上海市版权局支持下，浦

东新区建设的功能性平台，其

主要功能是开展版权快速登

记、快速监测预警、快速维权

等服务。

而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

务中心集艺术品仓储物流、展

览展示、拍卖洽购、评估鉴定、

版权服务、金融服务等六大板

块于一体，并依托上海自贸区

政策优势，提供“国际艺术品保

税临时出区展示”“国际艺术品

海关保证金代垫”“国内艺术品

交易税费补贴”等政策与服务

叠加的便利化措施，旨在给全

世界艺术品提供安全细致、便

捷高效的服务。

当日，佳士得拍卖（上海）

有限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等数家全球知名拍卖

行、美术馆及金融机构与上海

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

来将基于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

服务中心，实现涵盖“艺术品物

流仓储”“展览展示”“金融服

务”“IP衍生”“版权服务”等系

列合作，不断资源互补、优势叠

加、创新发展。

（程思琪 杨溢仁）

服务文化贸易 上海自贸区启动两个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