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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建
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
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本报记者日前
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地表过
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
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环境演变与减灾专
家史培军。

生态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生态

建设体制的改革，这对于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包括生态保护有何特殊意义？

史培军：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
设、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提出，对于
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来说，是一个划
时代的里程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这
五大建设的制度改革，特别是首次提出了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指出，建设生
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对于强
化生态文明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地位意
义重大。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先要重新
认识生态文明在“五位一体”建设美丽中
国的基础地位，明确一个认识，即：生态
文明建设应该是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这
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

生态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它就像我
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中不能没有电和水一
样。把生态植被做好了，它赋予的治沙、
水源，生物多样性等等，都能改善公共生
态环境，所以生态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应该

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视野里，是我们认
识上的错误，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
全面推进力度和成效。

生态建设应该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做国
家预算。生态建设的内涵是既保护也要建
设、要造林、要农民增收，光保护不能解
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要想奔小康，生态建
设是奔小康的基础。

保护“三北”就是保护三大资源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施了

多项规模浩大的生态保护工程，怎样看我

国实施的十大生态修复工程的作用和地

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史培军：在我国十大生态修复工程
中，启动最早、条件最严酷的是“三北”
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这项工程覆盖了整
个西北、华北、东北的风沙区、盐渍化地
区。在这些地区搞植被建设工程，更多了
一份艰难、艰巨。但“三北”地区既是我
国的尘源、沙源，也是我国的能源基地，
是我们的水源基地、矿产基地、生物多样
化的生物基因资源地，大江大河都从这里
发起，西藏高原、三江源等，是水资源的
源头。“三北”地区的生态植被建设好
了，国家三大资源可持续利用就有保证。

今天的“三北”建设，已经不是 35
年前的建设概念和意义。它用植被锁住沙
龙，是脆弱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是
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保障能源、水源、生
物资源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今天要重新对它再认识。要认识到其
超过生态的其他作用，“三北”工程的重

要地位远远不是生态屏障，而是包括生态
屏障在内的国家经济重大发展的保障。保
护“三北”生态体系就是保护国家的能源
基地，不改变这个认识，就不会认识“三
北”建设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意义。

生态修复要保护和建设并举

记者：怎样看待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

的关系？如何用制度去保证生态环境？

史培军：生态建设必须和地方经济、
国家经济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也就是说，产业发
展在摆正经济和生态这两点的关系上，一
定要保障生态优先。现在的问题是，在有
些地方产业发展往往是破坏生态。我们必
须把产业建设生态化，其概念即是针对目
前产业开发缺乏对生态的评价而提出。

目前紧迫的问题是：一大批能源、矿
产开发中缺乏生态评价、考量，我们现有
环评没有包括生态平衡的评价。比如开矿
是否要造成水土流失等等。所以现在产业
发展必须把生态评价放在里边，把生态风
险的评价放在里边，这样我们才能够首先
让发展不再产生新的生态退化问题，再把
已有退化逐渐恢复重建，然后才能发挥自
然的修复功能。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对现行的不符合
生态文明要求的制度、体制、机制进行改
革。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还未能形成对粗
放型、外延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
制约，致使不少地方片面追求生产总值的
增长，以攫取和损毁生态环境为代价获得
经济增长，自然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多，对
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大，生态越来越恶化。

面对严峻形势，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加快
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建立系
统完整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
政策性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政府和企事
业单位责任制度。用制度对以损毁生态环
境为代价追求生产总值增长的行为给予制
约和惩罚。

让人人具有生态意识

记者：怎样看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五位一体”的发

展战略，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怎样的地位和

作用？

史培军：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四大建设不只是

“五位一体”，而是那四个建设的基础。因
为离开了生态文明建设，其他四大建设都
难以为继。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建设生态
文明制度，即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首先，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保障。如果仅仅把它看作
是一个生态建设，就大大降低了国家要建
设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二是，要处理好
生态文明建设是与其他四个建设“一体
化”的关系。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看成是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
设四大建设的基础。第三，我们今天的生
态文明建设，要让人人具有生态意识。人
人都成为生态的保护者、建设者，人人都
应该成为生态文明的维护者。

保护生态环境还是要靠制度
——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

本报记者 刘惠兰

一个贫困村，短短半年，甩掉贫困帽，
稳步致富。这是在河北省阜城县漫河乡祁
庄村，记者见到的新鲜事。

穷村办网站

办网站做买卖，即便是城里企业，这么
做的也不多，更别说一个偏远落后的小村
了。祁庄村不仅在网上做买卖，而且做出
了名堂。

打开“祁庄种植网”主页，第一感觉就
是“太专业”了。页面以嫩绿为底色，赏心
悦目。栏目包括农产商情、农业科普、农校
对接、海外农业等。农产品展示放在首页
显眼位置，分瓜果、蔬菜、养殖三类，配以精
美照片。点击图片，可见详尽介绍。比如
祁庄散养羊肉，11 月 21 日上午，记者点击
看到，尚有库存 800 斤，每斤售价 45 元。
输入购买数量，轻点鼠标，即可完成交易，
买卖双方都很方便。页面上连进补功效、
烹调方法，都有介绍，服务真叫周到！

网上做买卖，效果怎样呢？
“网上做买卖太好了！就拿西瓜来说

吧，以前采摘后，各家自己找车，拉到城里
瓜菜市场，一斤只能卖 4 角钱。今年开了网
站后，大客户找上门，村民不仅方便省心，

而且一斤能卖 7 角钱。”60 岁的村党支部书
记赵东良说。漫河西瓜皮薄瓤甜，远近知
名。祁庄家家种西瓜，产量很大。50 岁的杜
文英，全家 8 口人，种西瓜 12 亩，去年才挣
4 万元。今年还是 12 亩地，还是那么多瓜，
卖了 10 多万元，收入翻了一番。仅西瓜这
一项，杜文英家人均年收入就过万。

阜城县属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祁
庄则是贫困县中的贫困村。全村 135 户
496 人，以前人均年收入几千元，稳戴贫困
帽。如今，借助网上买卖，一举脱贫致富。

高校来帮扶

“我们村变化那么大，多亏了河北师范
大学帮扶呀！”村党支部书记赵东良说。

原来，河北省开展深化基层建设年活
动，祁庄作为重点扶贫开发村，有幸与河北
师范大学结成了“对子”。2 月 25 日，河北
师范大学副校长陆军恒带队，进驻祁庄村，
一住就是半年多。

扶贫工作组进村了，祁庄巨变开始了。
工作组先摸底，发现祁庄瓜菜品味很

好，但村民不善营销，各自为战，干得很苦，
收入不多。按“输血与造血相结合，解决问
题与更新观念相结合”的思路，工作组决定

先引导村民“抱团”发展。于是，祁庄瓜果专
业合作社、祁庄蔬菜专业合作社、祁庄养殖
专业合作社纷纷挂牌成立。祁庄农民第一
次以合作社为单位进入市场。工作组又请
来省农科院专家讲课，带合作社成员去山东
寿光等地学习先进种养技术。

说话间，赵东良随手搬过一箱西瓜，让
记者看箱上的二维码。“工作组老师帮我们
设计了外包装和二维码标识。现在，祁庄
农产品对外有统一品牌、统一包装。只要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生产者、出产日期、
产片介绍，全部信息都一清二楚。”

将销售搬到互联网上，不用说，也是河
北师范大学驻村工作组的主意。在百度里
搜索“祁庄种植网”，就会发现，它是河北师
范大学校园网的子网站。网页下方统计窗
显示，点击量已达 4万次。

短短半年多，祁庄“西瓜大棚+有机蔬
菜种植+特色养殖+网上交易”产业发展格
局初具雏形。今年大棚西瓜销售的旺季，
工作组帮村合作社在网上宣传。祁庄西瓜
吸引了大批南方客户，市场行情一路看涨。

生活更体面

村民腰包鼓了，心情舒畅，扭秧歌健身

的越来越多。
村民有健身需要，但村庄环境差，遇到

雨水，别说跳舞，就连走路都难。驻村工作
组立即组织资金，硬化道路 2300 米，安装
路灯 20 盏，粉刷墙壁 8000 平方米，绘制了
文化墙，修建了垃圾池，种植了景观树，建
成了健身广场，安装健身器材 10套。

“帮扶工作不仅仅是物质帮扶，而是要
让老百姓生产有套路，有尊严、体面的生
活。”工作组成员、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
书记杨建国说。河北师范大学在祁庄建立
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健身广场建好后，
体育、音乐专业大学生，到村教舞。暑假期
间，上百师生进村入户，职技学院学生义务
修家电，美术学院学生绘制文化墙，书法专
业学生教村里小学生书法。电影专业学生
来 村 里 拍 微 电 影 ，学 生 当 导 演 ，村 民 当
演员。

富裕起来的村民，腰板越来越直。“我
们生活越来越体面了！”杜文英说。

“村民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念，懂得
借助现代网络工具闯市场，路会越走越
宽。”陆军恒说。他告诉记者，河北师范大
学向阜城县委组织部申请了大学生村官项
目 ，工 作 组 撤 离 后 ，会 有 新 人 进 村 继 续
帮扶。

网上做买卖 穷村变富村
——河北阜城乡村见闻

本报记者 黄俊毅

走进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三家乡北孤
山村村民韩建中家，就像进入一个童话世
界，天井里、树干上、房顶上全都铺挂着
黄灿灿的玉米棒子。“今年玉米能收这么
多，我太高兴了。”韩建中的 20 亩玉米获
得了丰收，平均亩产达 1600 斤。他告诉
记者，除了优质种子外，县里还多次举办
科技培训，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帮助他在
今年获得了丰收。

谷仓中，粮香飘四方。韩建中只是承
德市诸多增产农民中的一个。今年，承德
市农作物播种面积 614.84 万亩，比去年增
加 46.18 万亩，新增面积相当于宽城、兴隆
两县全部播种面积之和。同时，种植结构
向优势作物集中。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
物面积不断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311.08 万
亩，比去年增加 31.73 万亩；马铃薯播种面
积比去年增加 4.63万亩。

承德市农牧局局长任惠卿告诉记者，
今年全市粮食作物平均单产 768 斤，比去
年增加了 150 斤。特别是玉米产量得到了
大幅度提升，今年平均亩产 826 斤，比去
年增加 226 斤。尽管春季气温偏低，但是
整个生产过程中雨水调和，没有发生较大
自然灾害，后期霜期相对较晚，作物成熟
较好，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丰收奠定了
基础。据各县、区农业部门测产，今年全
市粮食总产预计达 183.13 万吨，比去年增
加 47.94万吨。

今年以来，承德创建国家级粮食作物

高产创建示范项目 34 个，通过实施高产
创建项目，各项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优
良品种是高产创建的一项重要环节，承德
在玉米生产上重点推广了“农大 364”、

“承玉 10”等 28 个优良品种，马铃薯生产
上重点推广了“夏波蒂”、“克新一号”等
6 个优良品种。经过专家测产，玉米示范
片平均单产 1661.8 斤，马铃薯示范片平均
单产 6804.4斤。

高产创建离不开专家的有力指导。承
德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霍宗全说，今年承德
农业科技培训紧密结合当地特色产业发
展，围绕“一村一品”与当地重点项目开
展。培训内容与农机购置补贴、测土配方
施肥、水肥一体化、高产创建等相结合，帮
助农民增产增收。

承德县岔沟乡致和堂村村民贾明是科
技兴农的受益者之一。他说，“今年县里推
广 新 品 种 ，我 也 跟 着 种 了 3 亩 的‘ 先 玉
335’，果然效果不错”。今年以来，承德市
举办培训班 7500 场次，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1.2 万余人。据统计，有 65 万余名农民受
到了普训，11万农户得到了技术指导。

农机农艺融合是增产的另一个关键。
“今年，全市农机作业总面积 680 万亩，农
业综合作业水平达到 53.5%。在全市 6 个

县实施农机深松作业 69 万亩。”承德市农
机管理站站长袁纯刚说，机械化铺膜、病虫
草害的机械化防治、马铃薯和玉米机械化
收获等农机化技术减少了农业劳动强度和
人工费用，提高了作业效率。

河北承德：高产创建促增产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金枪鱼有很多种类，这是价值最高的蓝鳍金枪鱼，在
日本最高的拍卖价达上千万元一条。”在青岛鲁海丰食品
集团临海的办公楼里，董事长刘春会指着墙上金枪鱼的挂
图，向记者介绍说，“金枪鱼从离水到宰杀、清理干净，必须
在三分钟之内进入零下60摄氏度的冷库，这样鱼死了，但
细胞是活的，而且运输过程必须都在零下 60 摄氏度的冷
链状态下。我们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所以才敢跨洋
捕捞。”

听着刘春会的介绍，谁会想到鲁海丰初创时只是一
家本地海产品小作坊。记者采访中发现，现在每年水产
品加工能力达 5 万多吨、年出口产品 3 万吨的鲁海丰，能
从本土小加工，成长为跨洋大水产集团，关键是能及时进
行产业升级。

鲁海丰是 1990 年创建的，当时主要是在青岛海边收
购渔民捕捞的海产品，简单加工后出口到日本市场。“我
们给渔民赊账，等钱转回来了，再还给渔民。”刘春会说。

通过这样的方式，到1995年时，鲁海丰每年的出口量
能达到几千吨，但渐渐刘春会发现这种卖原料的方式只能
赚个辛苦钱，于是，他便有了通过深加工改变附加值低的
想法。当时，正值国家放开进出口经营权，刘春会便主动找
到日本客商联系深加工业务，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深加工
基地。“以鳗鱼为例，卖原料每吨能卖2万至3万元人民币，
深加工的熟鳗鱼，2吨生的能加工出 1吨熟的，在日本卖 3
万美元一吨，这中间的价差是很大的。”

通过深加工，鲁海丰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职工达到了
上千人。到 2000年左右，随着当地资源越来越少，刘春会
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发现做金枪鱼的来料加工，是一
个好业务。日本是消费金枪鱼的大国，市场上的金枪鱼大
多是从台湾购买，回日本加工，但因人工成本高，加工费用
不菲，如果从台湾运到大陆加工，再出口到日本，可大大降
低加工费用。但加工金枪鱼必须配备摄氏零下 60 度的冷
库，而当时深冷技术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通过多方运筹，
鲁海丰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引进了国外的深冷技术，建
起了 800 吨容量的零下 60 度冷库，并拿到了加工金枪鱼
的业务。现在鲁海丰的冷库总容量已达到15万吨，其中超
低温冷库容量达3000吨，每年加工金枪鱼数千吨。

通过多年与国际水产品企业的接触，刘春会发现金枪
鱼及其他高价值的水产品，之所以价值高，一方面因为本身
资源紧缺，更重要的是被国际水产品巨头垄断。以金枪鱼为
例，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就基本确定了捕捞
船只的配额，他们掌握着高端水产品价格的话语权。

怎么才能占领这块资源高地？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探索，
一个在青岛建设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及冷链物流基地项目
的计划，在刘春会脑中逐渐成形。“这个项目囊括了整个渔
业产业链：从建造远洋渔轮、修船、远洋捕捞、港口、大型冷
库、冷链物流、油料补给、水产品加工到罐头加工、鱼油提
炼、海洋生物医药、海洋保健食品、渔业废料加工成饲料乃
至海鲜一条街等餐饮业，都将在这里集聚。”刘春会说。

2012年，这个计划投资 101.7亿元的项目，在青岛董
家口港立项，基地将在 2015 年实现深海鱼类年交易量
100 万吨，交易额 150 亿元，税收 23 亿元。记者在董家口
港项目现场看到，目前修造船基地、码头和冷库项目，已
经开工建设。

青岛鲁海丰食品集团——

从本土加工到跨洋水产
本报记者 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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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生韩煦）日前，由中国食品技术学会主
办的中国杂粮方便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
办。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杂粮高值化与方便食品健康化等
进行了探讨。

研讨会上，专家委员会评估了四川濠吉集团的“六粮
面”、“青稞面”等杂粮方便面，认为其攻克了杂粮及薯类不
含面筋而导致的生产技术瓶颈，解决了断条、口感、成型方
面的技术难题，对促进方便面产业升级、杂粮产业现代化
及改善居民膳食营养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2012年中国食品工业的年均利润率为6.8%，
与健康和营养相关行业的利润率均在10%以上。杂粮作为
我国农业的重要资源和优势，在国际上具有独特优势，将资
源优势创新成产品优势，是中国杂粮食品提升价值的重要
途径，也是目前很多方便食品企业关注的重点。

杂粮方便面技术有新突破

本版编辑 邵 红

河北省滦平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

水质欠佳，没有净化条件，该县涝洼乡中心校 1000 多

名师生，长期喝不上安全水。现在，师生不再为喝水

发愁了。

原来，学校新安装了 9 台净水设备。据涝洼中心校

校长李印介绍，净水设备是中国农业银行等捐赠的。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影报道

贫困乡小学生喝上干净水贫困乡小学生喝上干净水

11 月 22

日，河北省承

德滦平县农民

卢桂兰在家中

翻晒玉米。

本 报 记 者

乔金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