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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签约77.5亿元

贵州仁怀面向长三角招商引资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中国酒都”贵州省仁

怀市日前在上海面向长三角招商引资，推介享有盛誉的
酱香酒，现场签约 77.5 亿元。之后，仁怀市还将南下
广州、深圳等地，继续“酱香酒之旅”。

仁怀市目前拥有白酒生产、销售企业 1149 家，拥
有国家、省级及行业名牌产品 75 个。在同一天揭幕的
全国首家仁怀酱香酒文化会馆内，展出了 200多个仁怀
酱香酒品牌，让人大开眼界。

仁怀市推介的不少项目都受到客商的青睐，有 10
名客商现场签订了投资协议，6 名客商签订了贸易合作
协议，签约总金额 77.5亿元。

扎 根 泥 土 创 新 业

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通讯员仝晨

章报道：内蒙古电网风电继续体现“量
大比高”的特征，装机容量在全国省级
电网中首家突破“千万级”，达到 1004
万千瓦，单日最高上网电量 1.2 亿千瓦
时，占比达 33%，再次刷新了全国风电
上网电量的纪录，为草原“风电三峡”
建设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内蒙古风能可开发容量占全国一半
以上。为加快电力转型，自治区党委、
政府提出打造草原“风电三峡”，建设

“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国的清洁
能源输出基地”发展定位。经过近几年的
发展，全区并网型风电规模化、产业化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风电装机从 2007 年底
的 58 万千瓦到今春跨越千万千瓦,增长了
16 倍。目前，内蒙古蒙西电网已有 104 座
风电场接入电网运行，绿色风电由补充能
源向替代能源过渡，成为蒙西地区第二大
主力电源，蒙西风电“试验田”已经晋级
全国绿色风电基地之首。

得 益 于 “ 人 勤 风 好 ” 等 决 定 性 因

素，内蒙古电网克服供热期电力平衡困
难、供电负荷增长缓慢、电网调峰容量
不足等困难，顶住压力，险中求胜，以
大容量接纳风电，成功摸索出风功率预
测体系、风电节能调度系统等集风电发
展之大成的“蒙西模式”，为新能源发展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实 践 经 验 和 有 力 的 技 术
支撑。

2012 年 ， 蒙 西 电 网 风 电 上 网 电 量
178 亿千瓦时，占东送华北电网电量的
65%，占全网上网电量的 14%。2008 年

以来，内蒙古电网累计风电上网电量达
到 491 亿千瓦时。按等电量替代火电计
算，相当于节约标煤 1546.99 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4182.68 万吨、二氧化硫
30.94 万吨。与此同时，蒙西电网多边交
易市场运行 5 年来，累计交易电量 850 亿
千瓦时，总计节省标煤 850 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2288 万吨、二氧化硫 17 万
吨，相当于节省铁路运力 1.5 万列，不仅
保障了内蒙古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而
且节能减排效应也十分显著。

内 蒙 古 风 电 首 破“ 千 万 级 ”
单日最高上网电量占比超三成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广西“十
二五”农村饮水安全找水打井工程正式启动，10 多个
地勘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陆续奔赴各作业点开展工
作。根据计划，地勘部门将在今明两年内在全区农村地
区打出 1750口水井，解决 100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据介绍，截至 2010 年底，广西尚有约 1779.6 万
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饮水安全问题，至 2012 年底，这一
数字仍超过 1100 万。饮水不安全的原因包括水量不
足、水源与聚居区距离远、水源受污染等。根据计
划，今明两年内，广西地勘部门将为百色、河池、崇
左等地区的 52 个县 （市、区） 打出 1750 口水井，每
年各 875 口。

解决百万人饮水难

广西启动农村找水打井工程

拓展城市空间

秦皇岛港西港搬迁改造启动
本报秦皇岛6月4日电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鄢玲

报道：秦皇岛港西港搬迁改造工程今天正式拉开帷幕。
今年 4 月 12 日，河北省委常委会正式通过 《秦皇

岛港西港搬迁改造方案》。按照规划，西港搬迁改造工
程将实施分步推进。第一阶段 （2013 年-2015 年），关
停秦皇岛港西港区和新开河港区的煤炭作业，拆除相关
设备；加快东部新港区建设，力争 2015 年底前竣工投
入使用。第二阶段 （2015 年-2020 年），支持河北港口
集团在唐山港或黄骅港建设 5000 万吨级煤码头，力争
2015 年启动；关停拆除煤一、二期码头，将其改造为
杂货码头和临港产业园区；力争 2020 年前，全部完成
西港搬迁改造主要任务。

6 月 4 日一早，记者踏着晨曦，走
进了贵州省龙里县巴江乡烂田湾村彭开
华的竹鼠养殖场，数百只灰色的小家伙
正 美 滋 滋 地 享 用 “ 早 餐 ”， 叽 叽 叫 个
不停。

据彭开华介绍，他目前存栏的竹鼠
将近 6000 只，今年已收入 20 多万元。

刚过而立之年的彭开华，2003 年从
黔南民族医专毕业后，先后在东部地区
打过工、开过药店。2009 年的一个偶然
机会，他发现饲养竹鼠商机大，决定回
乡饲养竹鼠。

听说彭开华要回乡养殖竹鼠，父母
很想不通：“上了 4 年大学，怎么又回农
村呢？”

除了父母的反对外，要把养殖场办
起 来 ， 彭 开 华 当 时 需 要 克 服 的 困 难 很
多。技术、市场、资金、场房，都是急
需解决的难题。

下 定 决 心 后 ， 彭 开 华 多 方 查 阅 资
料，学习竹鼠养殖方法，并先后多次到
云南、广西以及贵州省铜仁等地，实地
考察、跟班学习。

“创业最怕没市场，市场好才能成
功。”看到不少创业者都因产品和市场不
对路而失败，让彭开华在市场调查上分
外认真。为从根本上解决销售问题，彭

开华认真研究他人失败的教训，多次专
门到贵阳等地上门推销，并签订了一批
长期购销合同。

彭开华回乡创业，当地政府也提供
了 大 量 支 持 ， 帮 助 他 协 调 贷 款 、 租 赁
土地。

在校期间所学的医学知识也发挥了
不小作用，尽管没学过兽医，彭开华还
是依靠先前所学，很快就成为了竹鼠医
生，养殖中的大病小疾都能解决。

2010 年 ， 彭 开 华 的 养 殖 场 初 见 效
益，当年收益达 5 万多元。

“搞养殖，单打独斗不行，有规模才
有 影 响 力 。” 为 扩 大 规 模 ， 彭 开 华 于
2011 年底注册成立了龙里远华竹鼠养殖
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方式，
带动 60 余户当地群众参与养殖竹鼠。目
前，在彭开华的带领下，烂田湾村年出
栏竹鼠 3000 余只，彭开华也成了当地的
致富带头人。

谈到自己的创业经历，彭开华告诉
记 者 ，“ 现 在 的 农 村 发 展 前 景 更 加 广
阔。关键要踏踏实实地干，认真研究市
场 ， 找 对 路 子 ， 总 能 干 出 一 番 大 事 。”
他 也 希 望 更 多 的 大 学 生 能 回 乡 创 业 ，

“没有人才，农村怎么发展、农民怎么
富裕？”

特 色 养 殖 趟 出 致 富 路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王立信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大学生电子商
务创业园里，几名大学生正在进行快递打
包。“我们网上经营的全是地道的土特
产。”吴集镇大学生葛晓芹说，“我卖的是
北吴集花生，今天已经做了 22 笔生意，
销售额有 4000多元呢。”

淮阴区建立了淮安首个大学生电子商
务创业园网络运营中心，创新传统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逐步探索形成“基
地+门面+网络”的新型创业形式。创业
园实体展示店位于淮安义乌商贸城三楼，
共有 22 间门店，主营女鞋、服饰、休闲
食品、干货，农副产品等，预计年营业收
入 500万元以上。创业园不仅可以把淮阴
各类农副产品、工业产品推销出去，还能
更好地展示大学生创业的风采。目前，像
葛 晓 芹 这 样 的 大 学 生 微 电 商 已 达 150
多人。

丁集镇王练军是在淘宝上注册店铺创
业的第一批大学生。王练军网上销售的主
打产品是黄瓜。据了解，丁集黄瓜是国家
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我每天做的其实就两件事。”王练军说，
“一是从农户那掌握当天要出哪些农产
品，总量有多大，然后让网络运营中心在

网络上发布这些新鲜农产品，注明价格、
产地及产品营养价值，并将出棚价格以短
信形式发送到注册消费者的手机上。二是
网站收到付款后，迅速把钱送到农户手
中。”

葛晓芹说：“我们有基地，有企业，
我经营的北吴集特色花生有不同口味多个
品种，都是从村里批发来的。”葛晓芹除
了做网络销售外，在城区一个大型商贸城
还开了一家实体店，同样批发销售花生。
为鼓励大学生创业，淮阴区政府出台了优
惠的创业政策给予扶持，不仅在市场管理
费上进行减免，提供 3 万元至 5 万元免息
的贷款，还提供建设基金，并对一些大学
生创业项目给予奖励。

为着力打造市场品牌，他们还专门设
计了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统一标识，将实
体店装潢、产品包装、网站建设的标识全
部统一起来，这样购买了相应标识农产品
的消费者，只需点下溯源编码，就能查到
这些农产品的生产全过程。淮阴区新渡乡
大学生何佳佳打开网页对记者说：“这是
我卖的新渡草莓，你可以查询到什么时
候种植、什么时候施肥，管理进程一目
了然。”

给 农 民 当 电 商 经 纪 人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王孟颖 张 辉

形成产业集群

广东推动农业专业镇发展

汽车出重庆云阳县城往西北方向行驶
25 公里，沿着盘旋的山路来到海拔 800
米的高阳镇梨树村。在山腰的一片果林，
记者见到了正忙着的杨大可。“准备在这
里建一个面积 1300 亩的立体生态观光农
业园，目前果树已经都栽种上了，正在进
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杨大
可告诉记者，他计划依托高阳镇的高山生
态农业资源，按照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
要求，将旅游和农业结合，发展观光农
业、体验农业和休闲农业，以此带动更多
农民增收致富。

杨大可今年 38 岁，老家在云阳县双
土镇无量村。2000 年，大学毕业的杨大
可放弃了大城市里优厚的工作条件，回到
了无量村，开始用自己掌握的现代农业科
技带领村民种植大果水晶梨。“当时就是
觉得乡亲们身处深山，观念落后，信息闭
塞，增收致富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我
回到家乡创业，就是想帮助父老乡亲们脱
贫致富。”

杨大可在无量村发起创建了云阳县水
晶梨专业合作社，他走村入户为村民进行
技术指导，并与村民签订了协议，以“包

成活、包技术、包回收”的形式，统一供
料、统一标准、统一销售，种植成本更
低，销售价格更高。随后，他开始推行树
下种草、以草养畜、畜粪肥树的循环经济
模式，建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高效生态循环
果林。如今，贫穷的无量山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的年收入从不足千
元增加到六七千元，有的果农收入达到了
几十万元。

“在无量村，我主要是通过循环经济
模式发展果树种植业；在梨树村，我想
打造的是一个以生态观光农业为主体的
高效农业开发经营体系。”杨大可说，在
他的构想里，这个经营体系的特点是通
过“龙头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模
式，使农副产品种植 （大果水晶梨、大
可牌优质李） 和养殖高山优质清水鱼、
产品加工、产品销售有机结合，形成农
副产品立体高效开发生态圈和高山纳凉
点暨乡村旅游示范点。“这个立体生态观
光农业园投入运营后，将会带动这个村
乃至整个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持续
发展，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谈及未
来，杨大可信心满满。

观 光 农 业 大 有 可 为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日前，黑龙江省部署
《黑龙江省乡村旅游专项规划》。该规划提出，到“十
二五”期末，黑龙江省将培育出优势明显、管理规
范、农民广泛参与的 10 个乡村旅游重点示范市县区、
20 个重点乡 （镇）、100 个重点旅游名村、1000 个乡
村旅游示范户。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 1000 万人次，年
经营收入 30 亿元，年均新增直接就业 1 万人的阶段性
发展目标。

据悉，黑龙江省旅游局还将出台 《黑龙江省乡村旅
游示范基地导则》，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黑龙江省乡村
旅游示范基地”创建活动，整合乡村旅游发展扶持政
策，搭建乡村旅游发展平台，引导全省乡村旅游提质
升级。

建千家示范户

黑龙江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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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心得：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探索形成

“基地+门面+网络”的新型创业形式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通讯员陈福生报道：今年以
来，为协调推进“三农”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广东把农
业专业镇作为打造广东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主要载体，全
力推动和提升农业专业镇发展。

广东积极引导农业专业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集
群，特别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同时加快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广东还将从以下方面提升农业专
业镇发展：推进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加快农村科技服
务超市网络建设；鼓励和支持城镇规模以上工商企业参
与农业开发，积极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提升专业
镇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的品牌效
应；加强专业镇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全程质量安全控制。

6 月 4 日，工作人员在培育大棚进行亲本同株人工授

粉。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先后育成津研、津杂，津春、津

优系列黄瓜良种 48 个，成为我国黄瓜生产的主栽品种，

促进了我国黄瓜品种的四次更新换代，成果覆盖国内黄

瓜种植区 70%以上。 新华社记者 张超群摄

地点：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梨树村、双土镇无量村

创业心得：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发展果树种植业，构建以

生态观光农业为主体的高效农业开发经营体系

上图 马 秉 蓉 在 厂 房 内 检 查 芽

菜。今年 29 岁的马秉蓉在宁夏固原

经济开发区大学生创业园里可谓小有

名气，她自主创业，如今经营着馨芽苗

菜培育中心，掌管了宁夏固原市原州

区大部分的芽菜供应。

李 然摄（新华社发）

右图 彭贤明在农场里喂养贵妃

鸡。在福建省南靖县梅林镇云水谣景

区，两个“85 后”小伙子简佳强和彭贤

明已经当了近两年“农场主”和整整一

年土楼宾馆老板。

新华社记者 许雪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