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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西正“像抓经济建设一
样抓文化建设，像挖掘地下资源一
样挖掘文化资源，引导各种生产要
素和社会力量向文化集聚”。近
日，记者随同山西宣传文化工作观
摩团来到山西多个地区，感受到的
是春潮涌动、方兴未艾的文化建设
新气象。

改革带来活力

没有一个闲着的演员——这是
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有限公司的常
态。摆脱了多年前举步维艰的生存
窘境，如今太原市歌舞杂技团的演
出市场已经发展到包括美国、韩国
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剧团的起死回生是从 6 年前
的体制改革开始的。”团长王剑告
诉记者，2009 年太原市属的几大
院 团 ， 核 销 的 核 销 ， 转 企 的 转
企，合并的合并，于当年底全部
完成了改革任务。作为全省首批
转 企 改 制 的 院 团 ， 自 2009 年 12
月挂牌之日起，太原市歌舞杂技
团有限公司就通过推进人员身份
企业化、薪酬机制效能化、管理
运行制度化等改革措施，彻底改
头换面，成为一家现代化演艺公
司。体制机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
生产力，转企改制第一年，太原
市歌舞杂技团就创出了全年演出
500 余场的佳绩，每个人的积极
性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太原歌舞杂技团有限公司是山
西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目
前，山西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圆
满完成：全省 488 家经营性文化事
业单位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核销事
业编制 15000 余个；120 家出版发
行单位，154 家电影公司、电影院
及电视剧制作中心全部完成转企改
制任务；163 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
任务全部完成；11 个市全部加入

“一张网”，全省广电网络“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
理”的格局基本形成。

文化体制改革的完成，给山
西文化产业市场带来了活力。省
出版传媒集团转企改制后，总收
入由 23 亿元增加到 68 亿元；省演
艺集团彻底摆脱“躺在政府怀抱
的半瘫痪状态”，通过资本运作与
大企业合作，“四面出击”开拓市
场，去年演出达 600 多场；省影
视集团全力建队伍、搭平台、打
品牌，创造辉煌，实现梦想，当
年生产影片 12 部，并有 1 部荣获
华表奖；省广电传媒集团推出数
字传媒、新媒体等 4 大板块，产
值利润分别超过 4 亿元和 4000 万

元⋯⋯改制后，山西省属 6 大骨
干 文 化 企 业 集 团 收 入 突 破 80 亿
元，今年预计突破 100 亿元；全
省近 20 家文化出口企业，出口创
汇 1000 万美元以上。

据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
苏平介绍，为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
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山西将
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
高潮。

改革惠及百姓

在山西省孝义市新义街道贾家
庄村的“农家书屋”，村民郭秋香
坐在桌前，手捧着一本养殖类书籍
津津有味地读着。图书管理员郭继
梅介绍，“很多村民都迷上了农家
书屋，养殖户、大棚种植户、学手
艺的年轻人都爱来这里休闲或充
电，大家亲切地称这为‘文化粮
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
孝义市已高标准建成农家书屋 379
个，实现了“农家书屋”工程全
覆盖。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让人民
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重 要 内
容。”胡苏平告诉记者，近年来，
山西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面向
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
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
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
费开放，向广大群众提供越来越
多的精神文化产品。

如今，山西省体育中心、大剧
院、图书馆、科技馆和太原美术
馆、博物馆等重大文化设施全部建
成，市、县、乡公共文化设施进一
步完善，建成博物馆、纪念馆 131
个，公共图书馆 126 个，群众艺术
馆 （文化馆） 131 个，乡镇综合文
化站 1197 个，村级文化活动室 2.8
万个，农家书屋 2.1 万个，广播电
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
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
惠民工程全面推进。山西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框架已经建立，县县都有
图书馆、文化馆，乡乡都有文化
站，村村都有文化室的目标基本实
现，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明
显提高。

资源变为产业

一条红腰带成就了一个走向全
国的知名品牌。 （下转第二版）

山西文化建设——

转型发展新支撑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本报北京12月8日讯 记者韩秉

志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10
部门今天在京召开第十一届高技能人
才表彰大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
2011 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约
1.19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 3117
万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表
示，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工人队伍的优秀
代表和核心骨干，是创造社会财富和
创新技术技能的重要力量。长期以

来，广大高技能人才积极投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奋战在生产和
服务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据悉，自 2011 年实施国家高技
能人才振兴计划以来，我国建设了一
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
作室，带动了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项
目的实施。

该负责人表示，加快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进一步畅通高技能人才成
长通道是关键。要进一步突破学历、

资历和身份限制，以工作业绩为重
点，以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为基础，
建立一套管理科学、运行规范、基础
扎实的评价体系。要实施好国家技能
人才振兴计划，进一步提升高技能人
才培养能力。要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
工作，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
训制度，着力扩大职业培训覆盖范
围。要坚持就业导向，着力提高职业
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实现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就业一人，
培训一人”的目标。

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约1.19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约 3117 万人

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讯 记者
暴 媛 媛 报 道 ： 12 月 7 日 至 9 日 ，

《中国企业家》 杂志社主办的 2012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本
届年会以“重塑商业安全边界”为
主题。

据介绍，本届年会期间将举行
包括主题论坛、尖峰对话、导师论
坛、新锐论坛在内的多场论坛和
对话活动。与会者将围绕“过冬
术：如何穿越周期”、“跨国公司：
重估中国市场”、“地产经济，繁荣
还能持续多久？”、“启动消费：直
面后 4 万亿时代”等焦点话题展开
讨论。

与会嘉宾表示，虽然国际经
济形势仍未走出低迷状态，国内

外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比较
多，但是市场的温度正在不断上
升。在目前的形势下，应高度重
视和充分利用当前经济放缓的时
机，加快重要领域的改革步伐，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企业则需抓住时机，充分发挥创
新主体的作用，通过创新提高竞
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产业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现代产业
发展新体系的平衡。

据了解，自 2002 年由 《中国
企业家》 杂志社创办以来，中国企
业领袖年会已走过 11 个年头。中
国企业领袖年会始终关注商界热
点，引导时代话题，已成为我国最
具影响力的商业盛会之一。

2012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召开
主题为“重塑商业安全边界”

日前，在淮安市清浦区 （武墩） 现代农业实验
园区里，跟随清浦区宝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孙成宝的脚步，记者走进了一间蔬菜大棚，只见
一颗颗红艳艳的辣椒掩映在绿叶之间。

“现在正是淮安红椒上市的时候。”孙成宝指着
状如粗牛角的红椒说，“去年行情比较好，每亩大棚
的收入在1.7万元左右。今年由于其他地方红椒供应
量增加，每斤红椒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

“淮安红椒”是江苏第一个成功注册的设施蔬
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入选 100 个“2011 消费
者最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淮安现有
红椒种植面积近 30 万亩，年销售额 40 亿元，红椒
已成为淮安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淮安红
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成功注册，有力推动了红
椒品质的提高，并促进了红椒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
经营。2010 年，淮安还专门成立辣椒协会,负责

“淮安红椒”的品牌运作和管理。
“只有符合条件的合作社才可以用‘淮安红

椒’品牌。按照协会的标准，红椒分级包装，共有
3 个级别，在包装时都由人工精心挑选的。”淮安
市黄码辣椒营销合作社社长杨长千告诉记者，“因
为‘淮安红椒’品牌产品质量有保证，每斤价格能
比普通红椒多 3 毛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甚
至能多卖 1元多呢。”

对于有了品牌前后的变化，杨长千也是深有感
触，“没有品牌之前，我们红椒的销量不稳定，而现
在销量不但增长快，市场份额还在不断扩大。”

近年来，淮安全面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以地理
标志认定为抓手，推动相关产业升级。除了红椒，
淮安目前还拥有盱眙龙虾、洪泽湖螃蟹、金湖大
米、淮安黄瓜等多个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淮安是农业大市，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抓重
点、抓要害，做大做强农业品牌是促进现代农业快速
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手段。”淮安市委副书记
练月琴告诉记者，“比如盱眙龙虾就是淮安农业产业
化的成功案例，其品牌价值已经达到64.5亿元；‘淮

安大米’最近也刚刚获批中国驰名商标。”记者了解
到，水稻是淮安第一大农作物。随着知名度不断提
升，淮安大米产品销量提升还带动了稻谷收购价格提
高，增加了稻农与加工企业的收入，促进了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同时也引来了大米深加工等项目。

淮安对于如何更好地经营这些农产品品牌，也
在进行探索。“即将于近期在淮安召开的第十一届中
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我们就想将其打造成推介
淮安农业生产成果，吸引更多的科技资源、人才资
源、市场资源集聚的平台。”练月琴表示。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农村是淮安发展的薄弱环
节，也是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和难
点。对此，江苏淮安市委书记刘永忠信心满满：

“淮安将坚持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培育更多叫
响全国的生态农产品知名品牌，并打造出一批产值
超亿元的龙头企业。”

看着大棚里满满挂着的红椒，记者也仿佛看到
了淮安红红火火的未来⋯⋯

有 了 品 牌 致 富 快
——江苏淮安采访纪行

本报记者 孙 勇 常艳军

本报青岛 12 月 8 日电 记者刘成、通讯
员窦新报道：我国首列轻量化不锈钢 A 型地
铁车辆今天在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竣工下线，该型地铁车辆将于明年 5 月运
营于北京 14号地铁线路。

此次下线的 A型地铁车辆在国内首次采用
轻量化、无涂装不锈钢车体，车辆集新技术、
新工艺于一身，具有安全可靠、经济环保、乘
坐舒适的特点。业内专家称，该型地铁车辆的
研制成功，对完善我国地铁车辆的品类体系及
我国地铁车辆的多元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据悉，该型地铁车辆的最高运营速度为
80 公里/小时，最大载客量达到 2580 人，比
北京现行运营的 B型车辆增加 700人左右。

◁ 12 月 8 日，A 型地铁车辆在试验线上

运行。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我国首列轻量化不锈钢我国首列轻量化不锈钢 AA 型地铁车辆下线型地铁车辆下线

12 月初的一天，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
牧民才让智家的烟囱冒着缕缕青烟，两室一厅的屋
子里温暖如春。客厅里烧得通红的烤箱上正煮着一
锅香喷喷的牛肉，一家人围坐在炉子周围喝着热气
腾腾的奶茶，看着电视里宣讲十八大精神的新闻。
才让智正在上初中的儿子贡保扎西兴致勃勃地充当
翻译，一家人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才让智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扎陵湖畔的草原
上，过着“天当房地当床、一顶帐篷走四方”的传
统游牧生活。才让智告诉记者，过去的游牧生活就
是随着季节走、跟着牛羊转，住的是透风漏雨的帐
篷，吃的是单一的酥油炒面。夏天风吹日晒，冬天

寒冷刺骨，许多人都得了风湿病。“由于草山离城
镇太远，牧民们看病购物都不方便，孩子们上学也
很麻烦，干脆就不上了。”

4 年前玛多县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才让智第
一个报了名，第一批搬进了定居房。如今，才让智
一家住在花石峡镇附近的瓦房里，有电有水，还能
看电视。“卫生院、学校、商店都在附近，生活比
以前方便多了，还能随时买新鲜蔬菜吃。夏天放牧
也是骑着摩托去，许多牧民还买了小汽车，开着汽
车放牧，这是过去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才让智
高兴地说。

说起这几年草原上发生的变化，才让智很兴

奋：“从游牧到定居，牧民们的生活条件大为改
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都比谁家的牲畜
多，结果造成了草场退化，现在我们都学会了以草
定畜、科学养畜，看谁家的牲畜品种好、效益高。
过去谁也不重视孩子的教育，现在都想把孩子送到
最好的学校⋯⋯”

谈到未来的生活，才让智满心欢喜：“儿子把
十八大报告里的许多重要内容都翻译给我们听了，
最大的感受是，党中央对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非常重
视，特别是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对我们三江源
地区的牧民来说是个大喜讯。照这样发展下去，草
原会变得更美，我们今后的生活也会更幸福。”

牧 民 家 的 开 心 事

现 代 农 业 保 丰 收
——湖北枣阳采访纪行

本报记者 韩 叙 魏劲松

枣阳市 110 万人口，山地有 150 万亩，多为岗
地，老百姓说，“九十九岗头，劳人万古愁”。就是
在这样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去年虽遭受严重旱灾，
枣 阳 粮 食 总 产 量 仍 达 130.09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4.62%；今年夏粮产量达到 69.5 万吨，实现了九
连增。

吴店镇树头村的水道金老汉种了 60 亩地，在
他家地头，记者问：“您一个人怎能种得过来这么
多地？”

“光靠一把锄头当然是不行了，现在有农机就
可以了。”水老汉悠闲地抽一口烟。

水道金是个典型的农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
地，一辈子梦想能耕一大片田。伴随着土地集约利
用，水老汉终于实现了梦想。“我们村里早就有农机
合作社了。不过以前家里耕地少，什么农机都没法
用。现在好了，这一大片麦田从播种到施肥再到收割
都可以机械化操作了，我自己一个人就能打理全部
60 亩地。我俩儿子、一个闺女都到外地打工去了，
这都是托了承包的福啊！”

“那您种的粮食愁卖不？”
“你知道啥是订单农业不？顺着门前这条路走

不远，就有一家小麦加工公司。我家的麦子都卖给
他们，收购价比市场价还高 2 分钱。我现在只想着
增产增收，其他的不用想喽！”

想种田的水老汉不发愁，不种田的张秀英也

高兴。家里只有一亩三分田的张秀英告诉记者，
2009 年树头村集体经济渐成规模，逐渐有了反哺
农业的能力。村委会动员村民将自家的耕地以每
亩每年 1500 元的标准“租”给村委会，再由村委
会转包给本村种粮大户进行规模化耕种，村民自
己则到村办企业当工人。张秀英便是这一致富路
径的首批受益者。2009 年末，她和丈夫就把家里
的耕地交给村里，每年领取 2000 元左右的补贴。
自己和丈夫在村办企业打工，一年光工资就有十
几万。

“土地集约利用是我们枣阳城镇化建设最重要
的抓手。它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既能保证农地
农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同时也解放了劳动力，让村
民腾出手来打工致富、创业
致富。”枣阳市副市长许红

洲告诉记者，决不能放弃农业这一优势产业，要通
过发展现代农业来解决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我们
打算努力培育更多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争取形成由
多个龙头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土地集约化利用已
经为发展现代农业铺平了道路，能不能‘土里刨
金’，就看企业的品牌效应和产品附加值了。”

枣阳市委书记陈东灵表示，依据枣阳实际，要
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的
战略定位结合起来，坚持把农业作为壮大地方经济
的重要支柱，着力在全产业链条上精耕细作，通过
转方式、调结构，最终实现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共赢。

基 层 见 闻 □ 本报记者 马玉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