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史金明

综合新闻

吴协恩：以创新发展引领华西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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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寿光：从“玩棚”到“玩技术”
一棵“菜”背后的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南京 4 月 22 日电(记者朱国亮)最近，“独角兽”宁德
时代即将上市的消息传出，概念股——— 华西股份受热捧。一个以
钢铁、化纤为主导产业的村庄，与新能源实现携手，令人关注。

作为中国农村坚持共同富裕的“标杆”，华西村在第二代“掌
门人”吴协恩带领下，其产业和建设正迎来新的跨越。

早转型：为抵御行业危机占先机

2017 年，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可用资金、纳税再次实现“双
增”。今年 1-3 月，上缴税收近 3 . 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近 33%。

这一切，归功于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坚持推进转型发展。
“2003 年担任书记之后，我就开始谋划转型。当时已现用工

荒，污染在加剧，土地成本大幅提高。不转型就没有出路。”吴协
恩说。

吴协恩一边设立投资担保公司，发展金融等服务业；一边陆
续关停带钢、棒材等高能耗、低效益企业，对传统产业加大投入，
进行技改。

“协恩上来后，只会关厂啊？”华西转型那几年，正是钢铁、化
纤最红火的时候，对于转型发展，有人质疑。但吴协恩仍然照着
自己的思路做。

到 2013 年，华西陆续关掉了 9 家企业，其中钢铁去产能
130 万吨，相当于原有产能的三分之一；关掉了 2 家热电厂，
每年减少原煤消耗 21 万吨。

2015 年、2016 年，钢铁、化纤等行业进入低谷，但华西钢
铁、化纤经过“瘦身”和技改，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同时，金融
等服务业为华西提供了新支撑。2015 年，金融为华西赢得净
利 10 亿元。

海洋工程、激光芯片、新能源、网络游戏、农产品交易、矿
产开发……如今，华西还在不断拓展产业，企业数量多达 280
多家，遍布全国各省区市，部分产业走出了国门。

华西产业越来越“轻”，越来越“新”，对钢铁、化纤等传统
产业的依赖逐渐降低，抗击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对宁德时代
的投资，正是华西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重民生：打造现代“农村都市”

今天，华西人休闲最爱去的地方是文体活动中心。
中心于 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3 . 18 万平方米，

其大会堂可容纳 2000 多人，每月村民大会就在这里举行；羽
毛球馆、篮球馆、健身娱乐馆、国际影院一应俱全，设施一流。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82 岁的朱善达说。老人几
乎每天都来文体活动中心，打牌、聊天、听戏、看电视……中午
在这里就餐，村里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午餐。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时代在变，群众需

求也在变。如今，华西群众有了‘享受性需求’。”吴协恩说，“发
展为民，就是要满足群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华西村还拥有健康体检中心、月子疗养中心，村民享受着
各类先进服务。现在，又在建设全新的幼儿园，以满足二胎放
开后村民的新需求。

打造现代“农村都市”，吴协恩正带领干部群众向着华西
村建设新目标迈进。

再深化：三项改革为华西赢未来

经过村民大讨论，2017 年起，华西开启用人、股份、制度
三项大改革。

“改革不仅激发了村民潜能，也调动了外来务工人员积极
性。”华西铜管厂总经理李刚说。

过去，因制度因素，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华西村民在就业、
薪酬、股权等方面享有更多优厚。改革后，华西村民与外来职
工一起竞聘，实现了同岗同酬；外来高层次人才也可持有华西
股份。

“服务华西村就是华西人。”以三项改革为抓手，吴协恩
“喊”出了这一新口号。他说：“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人才。引
才就要给人才优厚待遇、创业环境以及施展平台。”

“引来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这已成为华西人的共识。
吴协恩说：“守业是守不住的，须依据时代变化，不断创新

发展，才能真正构建一个百年华西。”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张志龙、席敏)管种大棚叫“玩棚”的山
东寿光人如今越来越重视“玩技术”。在“玩棚”与“玩技术”之间，
寿光人走出了一条扎根于田间地头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以“绿色 科技 未来”为主题的第 19届中国(寿光)国际
蔬菜科技博览会 20 日在山东省寿光市开幕，“鱼菜共生”等农业
前沿技术成为本届展会亮点，这些科技成果将近年来蔬菜的高
质量发展成果清晰地呈现出来。

“玩大棚”：蔬菜大棚变身“绿色工厂”

“鱼菜共生技术以水为媒，将鱼池中的水过滤后直接提供给
蔬菜作为生长的‘营养液’，将蔬菜吸收‘脱肥’后的营养液又流回
鱼池供鱼生活生长、实现鱼菜的良性循环。”寿光菜博会工作人
员马尊娟说。

在本届菜博会上，展示了诸如“鱼菜共生”这样的先进技术
有 100 多项。此外，还有 2400 多个国内外蔬菜品种亮相。这些数
字折射出中国蔬菜大棚种植技术的大发展。

沿着穿越寿光境内的 308 国道驱车一路向西，道路两边的
蔬菜大棚鳞次栉比。棚内的西红柿、辣椒、黄瓜、甜瓜等果蔬喷红
吐绿，沉重的果实将枝丫压得很低。

半月后，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村民崔江元的大棚西红柿
就要上市了。往年此时，他都和妻子忙着给大棚通风散热，防止
温度过高影响西红柿生长。但现在他却悠闲地在手机 APP 上一
点，大棚内就自动通风了。“过去要干一上午的活，现在通过手机
操作 5 分钟内就能全部完成”，崔江元说。

从第一代大棚到第七代大棚，大棚技术更迭的速度，见证了
寿光乃至中国的蔬菜发展之路。从诞生第一个冬暖式大棚到现

在，寿光不仅成为全国蔬菜集散地，年交易蔬菜 80 亿公斤，而
且智能化精准栽培模式、水肥一体化、信息化温室远程控制等
100 多项先进技术也在这里落地生根。

“一座大棚就是一个绿色工厂，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苦
活累活变成了时尚活儿。”寿光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驰宇
说，近年来，寿光市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到乡村，一个个
新式大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玩技术”：从“诸侯争霸”到“奥林匹克”竞技

降血压辣椒、VC 辣椒……在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示范区内，一个个功能性蔬菜品种让人眼前一亮。来自国内外
的蔬菜种苗企业培育的最新品种，都在这个园区内集中展示。

上海乾德种业公司总经理王圣洁一边在大棚内观察新品
种西红柿长势，一边指着不同外形的西红柿对记者说：“这是
用来当水果吃的，这是专门用来煲汤的。”在这个大棚里，就有
乾德种业培育的 99 个西红柿品种。

相邻不远的寿光南澳绿亨公司的育种大棚里，“红粉丽
人”“千娇”“红玲珑”“春禧”……一个个动听的名字就代表着一
个个新培育的西红柿品种。在山东西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大棚里，具有不同养生功能的白菜、辣椒等蔬菜即将成
熟。

近年来，寿光市已从全国蔬菜集散地变成了蔬菜新技术
集散地。每年都有从寿光培育出来的新蔬菜品种走向全国。

一家蔬菜品种研发企业负责人说，以往各地蔬菜在这里
“诸侯争霸”抢占市场，现在变成各种技术在这参加“奥林匹
克”竞技了，“谁的新品种在寿光站稳脚跟了，就在全国同行业

拔得头筹了”。
与蔬菜种苗一同走向全国的还有寿光大棚种植模式。据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介绍，目前全市高级农民技师等技
术农民达到 2 . 5 万人，有 1 万多人常年在贵州、云南等地负
责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指导。

新六产：“一棵菜”背后的三产融合

对当前的寿光而言，种植蔬菜已不再是田间地头的埋头
耕作，而是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本届菜博会的展馆里，人们纷纷好奇地在各具特色的
蔬菜瓜果前拍照。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奇蔬菜瓜果
品种、前沿种植技术、传统农业文化等让他们流连忘返。

从种植北方地区群众冬季吃的“一棵菜”到每年举办一次
菜博会，寿光蔬菜生意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张茂海说，寿光由
农业起步，通过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业培养工业、带动三
产服务业，构筑了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目前，寿光市不仅发布了“中国·寿光蔬菜价格指数”，还
运行了全国第一家荷兰模式蔬菜电子拍卖市场。通过推进互
联网与蔬菜深度融合，集中打造了农圣网、“种好地”等区域性
电商平台，全市有 5000 多种蔬菜、种苗实现网上销售，去年农
业电商交易额达到 26 亿元。

18 年来，菜博会主展区面积由 0 . 35 万平方米扩大到
46 . 5 万平方米，游客人数从 28 万增加到如今的 200 多
万……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依托蔬菜产业发展“新六产”，
寿光走出了一条具有现代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寿光“活了
全国市场，鼓了群众口袋，美了传统乡村”。

稻田里撑船为哪般？

谷雨前夕，川西平原。一些村民迎着朝阳，在波光粼粼
的稻田劳作，他们“田里行舟”，把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结合
在一起，走出一条绿色、立体、高效的生态农业道路。

在成都邛崃市牟礼镇开源村，大块大块水田被水泥公
路分隔成巨大的网格。4 月中旬，记者在这些水田里竟然见
到了船。正纳闷时，村民黄启云光着脚丫从田块边走来，他
把一袋褐色颗粒状的东西倒入一个桶中，然后提桶上船。黄
启云把桶放置在船头，按下一个开关，桶底端的喷嘴就把桶
内的颗粒物“噗噗”地喷洒出去。同时，他用竹竿撑着小船驶
向稻田中央。约 5 分钟后，黄启云便撑着小船回到田边，下
船准备到另外一块田里干活。

在相邻的田块里，记者也同样见到了小船。这些船与种
植水稻有什么关系？黄启云告诉记者，这些水田确实是稻
田，不过是水稻和鱼虾混养。水田外围水深约 4 米，用于养
鱼或养虾，水田正中水位稍浅，用来种植水稻。

“这里一般是 5 月下旬插秧，我刚才是给小龙虾投饲
料。”黄启云说，到了插秧季节，水田里的小龙虾便可上市，
到水稻收割完成之后，又开始养殖小龙虾。而另外一些田

块，在水稻收割季节开始捕鱼，开源村每年都要组织“摸
鱼节”，周边群众、外地游客都可参与其中。

黄启云说，他家有 5 亩稻田，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
他在合作社打工，一年能挣到 4 万元左右。

“如果仅靠种植水稻，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水田里
的‘老套路’算是找到‘新出路’了。”在开源村，这些田块里
的水稻和鱼虾通过邛崃稻渔源农业合作联社加工、销售，
当地人称这种大米为“渔香米”，合作联社还通过电商，把
这种特色大米销往全国各地。

邛崃市稻渔源农业合作联社负责人黄祥说，合作联
社包括 40 多家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成员单位，水稻和鱼
虾混合种养面积达 6000 多亩，2017 年产值达 1800 万元
左右。“这是我们探索的一个新发展模式，也使这片土地
真正变成了‘鱼米之乡’。”

四川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省现有 1000 多
万亩宜渔稻田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稻渔综合种养面
积已达 120 万亩，实现年渔业产值 30 亿元，综合产值 72
亿元。 (记者周相吉、陈地)新华社成都 4 月 23 日电

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23 日电(记者管
建涛)一年之计在于春。保卫“舌尖”
上的安全，从春耕开始。

从大棚里绿油油的一排小白菜中扯
下几片，抖抖上面沾的露水，菜农王利
民直接放进嘴里：“我不是胆大，而是
心里有数，知道自家地咋回事。自己吃
放心，别人吃了才更放心。”

黑龙江省宁安市宁安镇兴盛村是当
地有名的蔬菜村，每年生产的蔬菜不仅
供应附近蔬菜市场，还出口到俄罗斯等
国家。

王利民是当地的种菜“老把式”，
种菜已经有 40 年了。但最近几年，他
种的地越来越“传统”。

王利民说的“传统”不是技术传
统，而是用料传统。多年不用的农家
肥，如今用的人越来越多。“你看看
这个香菜，闻着味就正，有香菜
味。”王利民把香菜递到记者鼻子
旁，“这就是少用化肥、多用有机肥
的缘故”。

这种增施有机肥的现象，在正值
春耕生产的黑龙江省越来越普遍。在
黑龙江省肇东市五站镇东安村，由苏
萌园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温室基地也用了秸秆发酵的生物肥，
春节前就已进入采摘季。一栋温室
内，鲜红的草莓已经挂上枝头。一些
采摘人摘下草莓也不洗，直接放到嘴
里品尝。

21 日上午，记者在肇东市海城乡
长兴村看到，村里堆沤的有机肥料绵

延得很远，一眼望不到边。一旁的水管还不断往正在堆沤的
肥料上喷水，帮助发酵。

来自黑龙江省农委的信息显示，今年这个省有机肥使用
量将达到 1600 万吨，以大幅度提高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品质。

除了在投入品上下功夫外，黑龙江省还积极调整种植结
构，推动农作物“优胜劣汰”，确保“舌尖”上的春耕更安
全，农产品口味更佳。

为了提高水稻品质，黑龙江省一方面推动非优势产区加快
休耕轮作“退稻”，一方面推广优质粳稻品种，持续提升水稻
品质和大米口感。

“我们今年继续坚持向绿色农业要效益， 2300 亩水
田休耕，同时种植 1000 亩有机稻。”黑龙江省孙吴县桦
林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德显今年春耕也瞄准了高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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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琳

盒马鲜生是餐饮、是食品流通、还
是外卖服务？无人咖啡、无人橙汁椰汁
该如何监管？当新零售和智慧零售都在
和技术紧密结合，创造出一系列新模
式，监管如何既支持消费业态创新，又
保障食品安全卫生？

21 日，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杨劲
松在做客“ 2018 上海民生访谈”时表
示，上海针对食品新业态制定了 12 条
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安全底线的监管新
举措，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出台后将加
快审批流程，提高放管服效能。

《上海市食品经营领域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疏导无证
经营“十二条”措施》(以下简称“十
二条”)中明确表示，对食品经营类的
消费业态，不仅会统一审批要求、简化
许可条件，还将加强服务指导，提高审
批效率。

“我们对基层办事人员施加压力，
要求在原来承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缩
短审证包括现场检查的时间”。杨劲松
说，比如说只是申请延续注销，名称、
法定代表人、门牌号变更等程序上的事
情，时间从原来法定 20 个工作日，现
在要求缩到 3 个工作日；对一些无须开
展现场核查的，办结时间也从法定 20
个工作日缩减到 7 个工作日。

据介绍，对于发现问题较少、诚信
度较高、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低的部分
食品业态，政策也考虑放宽发证前监
管。对这些业态申请许可新办事项，不
再进行现场核查，包括预包装食品销
售、简单加热的热食类食品制售等。

杨劲松表示，对于新兴业态，将实
施“包容审慎”的监管。区市场监管部
门将建立食品经营许可新业态和新工艺
的窗口报告、工作会商和审慎监管机
制。对于许可咨询、受理中遇到的新业
态、新工艺，窗口的受理人员不应简单
告知申请人无法办理，要及时上报上级
部门。

在从严事中事后监管的同时，上海
也在探索新的监管方法，以社会共治和
闭环管理为突破口，尽一切可能严控风
险产生的每一个环节。例如，与外卖餐
饮平台合作，将“外卖小哥”纳入到食
品监督举报的范围内，形成激励措施，
鼓励社会共治。再例如，在地沟油管控
中，与终端加油站合作，让地沟油生产
出的“生物柴油”可以直接终端售卖，
短短半年已经有 33 家加油站供应这种
生物柴油。

有市民问：盒马鲜生是餐饮、是食
品流通、还是外卖服务？答案是：三者
都是。“无论是外卖、网红食品、新型便利店、无人食品
店，都应该纳入监管的范畴。”杨劲松表示，所有的新举
措都基于两点前提：第一句是守住安全底线，不管什么业
态，安全保障是前提；第二句是安全前提下共同研究提供
便利的方式，不要拘泥于原来单一的监管条例，要形成有
温度的监管思维。

上海市教委：

将出台 3 岁以下幼儿

托育服务管理政策

本报记者吴振东

近年来， 3 岁以下儿童的照护问题广受社会关注。
上海市教委主任陆靖 20 日在做客“ 2018 上海民生访
谈”时透露，为缓解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促进上海托
育服务工作的开展，上海教育、卫生、民政等 16 个部门
主动跨前一步，共同研究构建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
服务体系和托育服务机构管理的长效机制，相关政策将
于近期公布。

陆靖表示，从遵循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角度看， 3 岁
以下幼儿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育为主，家长应当承担照看和
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但同时也应看到，幼儿的出生率在
上升，年轻父母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使得托育服务的需求
不断增加。

“我们总的想法是一方面坚持家庭养育为主的基本定
位，加强对家庭科学育儿知识的辅导；另一方面坚持政府
引导，支持社会多方参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营造共同
承担社会责任的托育服务氛围。”陆靖说。

针对社会关注的“虐童”事件，陆靖表示，这需要进
一步强化托育机构的规范管理。“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提供托育服务，但是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对
托育机构严控标准，加强管理，确保婴幼儿的健康安
全。”

据透露，在上海的政策设计中，对托育机构的场地面
积、食品的配送等都设有底线要求，对托育机构的安全防
范和卫生保健也有设施配备和管理制度上的要求，譬如应
有摄像头无死角监控，且必须保存等。此外，托育机构负
责人应有一定年限从事学前教育的管理经历，托育机构保
育人员每年必须参加业务和师德培训等。

小学生放学后看护，也是许多家长关心的议题。陆靖
表示，目前上海约 98% 的公办小学都开展了放学后看护
工作，绝大多数看护时间最晚到下午 5 点，部分学校可到
6 点。晚托服务的对象是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家长
可向学校提出申请，看护以保障学生安全为主，不得进行
集体补课，也不上新课。

“下一步，上海将力争做到小学放学后晚托服务公办
小学全覆盖。同时，对晚托服务开设情况将加强督导检查
力度，将其纳入对学校年度考评和督导内容。”陆靖说。

▲ 4 月 9 日，村民黄启云在稻田里撑船，给小龙虾投放饲料。 新华社记者周相吉摄

最 美 基 层 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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