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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5000万元

南宁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

本版编辑 喻 剑

涉及10多种农产品

海南与黑龙江对接“南菜北运”

涉及10多种农产品

海南与黑龙江对接“南菜北运”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由黑龙江省商务

厅与海南省商务厅共同举办的琼黑“南菜北
运”对接会日前在海口举行，海南与黑龙江两
省企业会上签订了 3.24 万吨的瓜菜产销协
议，签约金额达 8500万元。

此次对接会是黑龙江与海南落实两省签订
的海南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合作协议、促
进农产品产销对接的一大举措。两地约40家
企业参加了对接会。会上，两省蔬菜生产、经营
企业积极洽谈，签订了5个合作性协议，涉及尖
椒、豇豆、黄瓜、菠萝等10多个品种。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通讯员王春山近日
从贵州电网公司获悉：随着 500千伏奢香变电
站建成投运，毕节电网实现了从 220 千伏向
500 千伏升级的历史性跨越。至此，贵州省 9
个州市全部实现了 500千伏电网全覆盖，电网
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大大提高。

贵州省过去 5 年累计投资达到了 660 亿
元，形成环网结构为中心的 220 千伏坚强地区
骨干网架；县 220 千伏电网覆盖率 67%，基本
实现 2 个及以上 110 千伏变电站供电；农村电
网改造率达 98%。

农村电网改造率98%

贵州 500 千伏电网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黄平、通讯员陈海明报道：
国内电网领域容量最大的变压器日前抵达浙江
湖州长兴韦山码头，意味着“皖电东送”工程
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据悉，建设中的皖电东送特高压工程，将
实现两淮煤电基地电力外送，满足“长三角”
地区电力需求。1000千伏浙北变电站位于湖州
安吉梅溪镇，是浙江省内第一个特高压站点，
也是浙江电网接受皖电东送输电通道电力的承
接点。通过该变电站，皖电东送工程可向浙江
供电332万千瓦。此次运输的变压器容量3000
兆伏安，是国内电网领域容量最大的变压器。

“皖电东送”新进展

国内容量最大变压器落户浙北

“皖电东送”新进展

国内容量最大变压器落户浙北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今年，
广西南宁市将安排不低于 5000 万元的专项经
费用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和服务，全面
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和素质仍然是该市人才工
作的重点。

据介绍，今年该市将加快推进人才特区和
北部湾人才金港建设，安排不低于 5000 万元
的人才特区建设专项资金，同时通过“北部湾人
才计划”，加快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围绕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优势企业事业单
位需要，集聚 10 名高层次创业创新领军人才、
100 名高层次创业创新骨干人才、1000 名急需
紧缺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在 现 场在 现 场

首都机场除冰雪保运行

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住房保障、教育惠民等民生政策的铺开，3月的西藏自治区风景

旖旎、万象更新——

情 融 春 风 暖 高 原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本报讯 记者殷陆君、通讯员何静报道：
来自厦门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 1 至 2 月，福
建省出口家具 5.9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2.1%，其中 2 月份出口家具 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1.9%。

新兴市场成为福建省家具出口的主要增长
点。据了解，东盟成为福建家具出口的重要市
场，今年前两月福建省对东盟出口家具 0.6 亿
美元，增长 81.4%；此外，对拉丁美洲出口 0.4 亿
美元，增长 55%；阿联酋 0.3 亿美元，增长 2.1
倍；非洲 0.2亿美元，增长 1.3倍。

新兴市场增长最快

福建家具出口同比增 42.1%

3 月初，行走在素有“西藏江南”之称
的林芝地区，山间的桃花含苞待放，田野里
冬小麦、冬青稞冒出绿油油的尖儿，春天的
气息扑面而来。

在林芝地区林芝县真巴村，村民早已在
田间地头忙着冬播作物的田间管理和今年的
春播。播种机来回不停地穿梭，田野里土浪
翻滚。在不适合机播的边角地快，村民们抓
紧时间撒播青稞种子。村民边巴一家早在去
年冬天就已播下 12 亩冬青稞和冬小麦，听
说今年西藏自治区推广历时 19 年选育成功
的“藏青 2000”青稞新品种，新品种能让
每亩增产 50 斤到 100 斤，边巴一家把剩下
的 5亩地腾出来种上了推广示范品种。

“种‘藏青 2000’，种子化肥的钱政府
都给我们出，我们只用出地和劳力。不仅青

稞产量会提高，产草量也就高了，冬天的饲
草就会更加充足，有利于牧业生产。”边巴
说 。 真 巴 村 是 西 藏 自 治 区 推 广 “ 藏 青
2000”青稞良种的示范基地。林芝县农牧
局副局长张琨琳告诉我们，林芝县今年推广
种植了 80亩“藏青 2000”。

除了忙农事，真巴村村民还在准备今年
的林芝桃花节。桃花节已经举办了 10 届，
吃上“旅游饭”的村民们从中尝到了甜头。
去年桃花节开幕式在嘎拉村举行，仅桃花节
期间，嘎拉村 31 户人家就有 30 万元的旅游
收入。边巴今年也打算发点“桃花财”。眼
看桃花节就要临近了，为了重开家庭旅馆的
事，边巴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拉萨海拔比林芝高六七百米，春天似乎
来得晚一些，但老百姓心里却一直很温暖。

“自从去年 12 月 15 日家里通了暖气，
现在屋里暖融融的。”家住拉萨市阳光家园
的次曲告诉记者说。次曲一家 7 口搬进阳光
家园廉租房已有 5 年左右时间，家里有 3 个
房间，每年只需付 520 元租金。原来次曲
一家住在拉萨市纳金路的出租屋里，每年
要 付 6000 多 元 租 金 。“ 自 从 搬 进 了 廉 租
房，生活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政府还给我
们 廉 租 房 里 通 了 暖 气 ， 让 我 们 心 里 更 暖
了。”次曲说。

次曲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幼儿园，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从去年秋季学期开始，
西藏自治区实施城镇学前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免费教育、民办学校定额免费补助政策，
38000 多名城镇在园幼儿受益，次曲的孩子
就是其中一员。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实施了

一系列教育惠民政策。2007 年起在全国率
先实现城镇义务教育免费政策；2011 年开
始又对农牧区学前教育实行免费政策，同年
秋季高中教育阶段 （含中等职业教育） 全部
实行免费教育政策。

除了上学有保障，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全国 2011 年就提出让西藏籍大学生全就
业的承诺。2012 年，西藏籍大学生实现全
就业，在读的西藏籍大学生们心里更踏实
了。家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塔巴村的洛桑卓
嘎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大
二学生，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种
信心的背后既有国家富强的底气，更有家乡
发展巨变的支撑。

这么多的惠民利民措施，汇成浓浓情
意，高原的发展充满生机、万象更新。

本报讯 记者代玲 夏先清日前从中国
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获悉：截至 2013 年 1
月末，西藏辖区内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首次突破 700 亿元关口，达 714.11 亿
元，继 2012 年 4 月突破 500 亿元、6 月突破
600亿元后再创历史新高。

这些贷款中，农牧业贷款、重点建设项目、
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所占比重较大。人民银行

拉萨中心支行有关人员介绍说，他们通过每年
制定符合西藏实际的货币、信贷政策，引导银
行业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投向重点行业、特色
产业、重点项目工程和民生领域；通过提高扶
贫贴息贷款扶持标准和扩大覆盖范围，使更多
的农牧民受益；加大“三农”信贷支持力度，全
区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83.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88%；全区农牧户到户贷款达 60.06 亿元，

同比增长 22.57%，户均贷款余额达 11930
元；重点建设贷款余额达167亿元。

此外，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还通过对
金融运行情况的监测、分析、研究和专题会
议，深入了解信贷投放情况，明确要求辖区银
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实体
经济，做到“应贷尽贷”。截至今年 1 月末，中
小企业贷款余额达 194亿元。

金 融 业

西藏各项贷款余额首次突破700亿元
全区涉农贷款同比增长21.88%

铁“牛”闹春耕
本报记者 代 玲 夏先清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陈发明报

道：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把高原特色生态畜
牧业作为第一产业中的首位产业来打造，不
断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使畜牧业成为农牧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和支柱产业。

甘南州农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畜牧
业。在牧区，传统粗放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导
致“家家马牛羊，户户小而全”，畜群结构不合
理，并且生产周期长，周转慢，单畜产值低、效
益低下。而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90%的耕
地属于中低产田，农作物产量不高。

为此，甘南州于 2008年底出台了相关政
策，通过实施以“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区种
草、牧区补饲”为主要内容的“农牧互补”战
略，确定把以牦牛、藏羊为主的高原特色生态
畜牧产业培育成全州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大
力推进专业化布局、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
产、技能化培训，即“一特四化”。

2012 年，甘南州投入 6 亿多元，加快推
进牦牛、藏羊产业 5 大示范区和退牧还草、牛
羊大县等现代畜牧产业建设。新建“一特四
化”试点村 130 个、联户牧场 440 个、养殖小

区 27 个，培育专业养殖户 3254 户，并种植优
质牧草 7 万亩，新增农牧民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 273 个。全州各类牲畜总增率、出栏率、商
品率分别达到 32.6%、41.6%和 35.6%，畜牧
业增加值达到 14.7亿元，增长 7%。

据介绍，今年甘南州将投资 8 亿元，在牧
区和半农半牧区全力实施牦牛藏羊和奶牛产
业发展等 11 个建设规划，并抓好农牧民技能
培训等 6 大服务体系建设，使全州畜牧业增
加值超过 16 亿元，对全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的贡献率提高到 25%以上。

畜 牧 业

甘肃甘南农牧互补不做“小而全”

3 月高原春光好，青海藏传佛教圣地塔
尔寺在湛蓝天空下显得格外庄严。外墙壁上
的一幅幅壁画十分醒目，殿内在酥油灯映衬
下的众多堆绣、唐卡、塑像排列有序，鲜艳的
飘带沾染着藏香从人们鼻尖飘过。很多游人
在购买当地的传统手工艺产品，而其中的“八
瓣莲花”商标是最抢手的，它是青海省在民族
文化用品中的首个中国驰名商标。

“八瓣莲花”品牌诞生于青海湟中县，藏
传佛教圣地塔尔寺就位于这里。在佛教建筑
和佛法活动中，堆绣、镶丝、藏毯、雕刻、壁画、

泥塑、银铜器等工艺品都是必不可少的建筑
及装饰用品，湟中的群众在长期设计和制造
中，形成了传统的制作工艺。

随着开发的逐步深入，近年来，湟中县作
为重要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初步确立。该县决
定整合民间传统工艺并推陈出新，按照“弘扬
文化、传承文明、发展产业、致富群众”的发展
思路，通过搭建平台、多渠道筹资、兴建园区、
外展推介、新产品研发等举措，大力实施“八
瓣莲花”品牌战略。2012 年，当地投资 1.2 亿
元，设立了“八瓣莲花”民族民间工艺品展示

体验销售中心、藏文化创意产业园二期演艺
中心、河湟博物馆等文化旅游项目。

该县还精心打造陈家滩特色文化旅游产
业园，藏式家具定型产品生产线、丝质唐卡、
藏传文化系列工艺品开发、藏文化馆金通艺
术研究所等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相继落户园
区。他们推出了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酥油
花元宵灯会、八韵争艳、宗喀艺术节、河湟曲
艺 4 大湟中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吸引了大量
游客，湟中“八瓣莲花”文化旅游品牌效应逐
步显现，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扩大。

文 化 产 业

青海湟中文化旅游盛放“八瓣莲花”
本报记者 雷 婷

3 月 20 日，在北京首都机场，除冰车为出港

飞机进行除冰作业。目前，首都机场飞行区内

除冰能力为每小时 48 架次，工作人员全力确保

航班正常起降。 马儒壮摄（新华社发）

德庆村的拖拉机手在开犁。西藏

达孜县德庆镇德庆村日前举行今春开

犁仪式，抓紧大好时光进行春耕春

播。由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传统的

耕牛逐渐淡出田间。据了解，根据藏

历的天文历算，西藏各地从 3 月 16 日

开始春播，种下主要农作物青稞、小麦

等。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藏区开犁忙

3 月 16 日，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岗堆镇
岗堆村一块宽阔的农田里，桑烟袅袅，人声鼎
沸。村民们身着盛装，举行传统的春耕仪式。

在现场，有的耕牛额头上贴着日月辉映
的酥油彩塑，牛角用清油擦得亮晶晶的，角尖
上还绑着长长的彩棒，彩棒上有随风飘动的
彩旗，有的还拴上了染成红色的牦牛尾巴，远
远望去就像田野上燃烧的火焰。村民们仿佛
把自己的客厅搬到了田间，漆彩的柜子摆了
出来，上面堆满“切玛”、果盘、奶茶和青稞
酒。大家捧着哈达，端着青稞酒壶，忙着把祝
福献给参加开耕仪式的每一个人。

首先是传统的“二牛抬杠”式的表演，七
八位男村民边扬鞭边掌犁，指挥着耕牛在田
野里奔跑。“现在种地都靠农机具，这些牛平
时都是不下地的，每年只有春耕仪式的时候
才让牛到地里，你看牛群疯跑的样子，比人
还高兴。”岗堆村村民扎桑边观看耕牛的表
演边说。

在“二牛抬杠”围成的热闹圈子外，村里
20 多台东方红拖拉机静静地等待着耕作的
命令下达。现代农机在西藏的使用率很高，
在农区，几乎每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型农
机。除了传统的“二牛抬杠”外，西藏现在的
春耕开耕仪式上已少不了现代农机的影子，
农机表演是春耕开耕仪式上的压轴戏。

“我们村有 350 户人家，各类农机具达到
了 300 多台，几乎每家拥有一台。”岗堆村村
两委成员洛桑如是说。

拖拉机是大家眼中的“铁牛”，村民们也
把拖拉机像打扮牦牛一样打扮起来，系上哈
达，插上国旗，披红挂彩。

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拖拉机排成一
排依次驶了出来，除了犁地，拖拉机还播种，
只要把拖拉机后的翻转机换成播种机即可。

39 岁 的 村 民 旺 堆 告 诉 我 们 ，自 己 是
2010 年时买的拖拉机，因为有政府补贴，价
值 2 万元左右的拖拉机自己只花了 12000
元。“虽然我家地少，但原来为了种地，我几乎
有整整 3 个多月的时间都要花在地里。现在
采用农机具，播种、收割的时间都大大减少
了，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到外面去打工，每年能
多挣五六千元钱。”旺堆说。

“全村有 1452 人，在外务工的有 200 多
人，占了七分之一，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了！”村委会副主任巴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