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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优生区苹果

产业如何转型
陈瑞剑 杨 易

帮扶贫困户提高“造血”功能——

小额扶贫信贷惠及百万人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版编辑 李 亮

节 粮 减 损 有 新 招
——记浙江省粮食局直属粮油储备库科学储粮

本报记者 杜 芳

节 粮 减 损 有 新 招
——记浙江省粮食局直属粮油储备库科学储粮

本报记者 杜 芳

我国苹果产业将进入转型期，在关注苹果优

生区发展的同时，也要解决好非优生区的发展出

路。我国苹果产业的优生区主要分布于渤海湾和

黄土高原两个区域，包括陕西、山东、山西等 7 个

省的 122 个县 （市）。但是，全国仍有较大面积的

苹 果 园 并 未 处 于 优 生 区 ， 在 7 省 之 外 ， 全 国 有

477.5 万亩苹果栽种面积，即使在 7 省之内也有苹

果非优生区。

近年来，我国苹果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年均增

产 200 万吨左右。但消费量随产量同步提升的难度

很大。据估算，当前我国年人均鲜苹果消费量已超

过 23 千克，提升空间已十分有限。在黄土高原苹果

产区，栽培面积还在逐年扩大，而且目前还有大面

积幼园陆续进入盛果期。因此，苹果产销压力不容

忽视，非优生区将可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我国每年出口浓缩苹果汁60万吨左右，消耗原

料果约 400 万吨，超过 10%的苹果总产量。由于国

内苹果的优果率逐年提升，作为浓缩果汁加工原料

的残次果越来越稀缺。一方面果汁加工厂开始用低

端鲜果代替残次果，原料成本大幅提高。另一方

面，为了维持国际市场份额，加工企业争抢原料的

问题很突出。

当前，苹果非优生区面临的销售压力与果汁

加工企业面临的原料压力并存，一些苹果产区开

始探索将这两个问题一起解决的路子。宁夏并非

苹果优生区，但在高酸苹果生产基地建设等方面

走到了全国前列。

宁夏现有苹果栽培面积 74 万亩，正常年份产

量达到 50 余万吨。宁夏苹果酸度高，在发展果汁

加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受到加工企业青睐。目

前，宁夏已建成 5 家苹果浓缩汁加工企业，果汁年

加工能力达到 7 万吨以上，能够消化整个自治区的

苹果产量。

近几年，鲜食苹果的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而国

际市场苹果汁价格波动较大。我国苹果浓缩汁 90%

以上用于出口，国际市场的价格直接决定着果汁企

业和生产加工苹果果农的效益。2008 年以来，欧美

经济疲软导致苹果汁价格走低，我国一些地区开始

放弃发展加工苹果，加大力度发展鲜食苹果。然而，

目前我国人均鲜食苹果消费量已达到发达国家水

平，发展鲜食苹果的潜力有限，需谨慎。

在同等投入条件下，非优生区生产出来的苹

果在糖度、着色和光洁度方面都处于劣势。在产

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苹果非优生区在竞争中

将处于不利地位。苹果非优生区应及早谋划未来

的产业出路，引导农户发展加工苹果。

推动苹果非优生区发展加工苹果，还需要下

很多功夫。要推动加工苹果生产的技术创新和提

质增效，引导科研机构围绕加工苹果的品质和产

量目标，加强研发创新；要注重引进国外加工苹

果的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加工企业要打破“一

亩三分地”的思维，探索在国外投资建厂，充分

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

（作者单位：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走进浙江省粮食局直属粮油储备库，一座黑顶粮仓引
人注目。不同于其它的拱板平房仓，这座粮仓的屋顶是

“人字形”结构，是用一片片太阳能光伏陶瓷瓦建成。粮油
储备库仓储部副经理张云峰告诉记者，通过封闭式太阳能
光伏瓦建筑屋顶，这座粮仓不仅用电能自给自足，而且能
隔热控温、防台风防渗漏，能有效防止粮食损耗。

储备库的智能粮仓运用了许多新设备和新技术。粮仓
除了安装了太阳能屋顶，还运用了横向通风、氮气除虫等
储粮新技术。

爬上 5 米多高的旋梯，记者跟随张云峰进入粮仓，大
片散存的小麦映入眼帘，抓起一把小麦，感觉微凉。仓库
管理员告诉记者，这里原来是地上笼、地槽垂直通风，现
在则是风道上墙、全程覆膜、负压环流的横向通风，能更
好地控水控温，粮食的水分损失率从 0.5%下降到 0.3%以
下。无论严冬酷暑，仓库内的每一粒粮食都能处于适宜的
温度中。

“除了要控制温度防止粮食霉变，防止虫害也是科学储
粮的关键。传统的储粮方法主要是利用化学药剂杀虫、防
虫，不仅会污染环境，增加粮食农药残留，长期使用还会
导致害虫产生抗药性，增加杀虫难度。”张云峰说。

“这里的粮仓采用了富氮气调储粮技术。利用制氮设备
向密闭的粮堆里充入高纯度的氮气，使粮堆内形成高氮的

环境，使害虫窒息而死，也抑制粮食的生理呼吸，有利于
保持粮食新鲜度。一年只需一次，害虫基本就能除干净。”
张云峰说。

测温测湿、查看虫害，这些都是粮库的日常工作。但
是在浙江省粮食局直属储备库，记者没有看到拿着检测仪
的工作人员出入粮仓。粮仓全部封闭运行，储备库如何精
确监测仓内情况？

在小麦仓库内，麦堆顶部的几处地方稍有凸起，张云
峰从凸起部位抽出一根细线和一个感知器，他介绍说：“这
就像我们管理员的眼睛，有了它，我们可以实时监测粮
堆，及时发现粮堆中的安全隐患。”在储备库，这些感知器
就像一个个“侦察兵”，分布于 200多个监测点，一旦有害
虫聚集、粮堆发热、水分升高等情况，就能及时发现。

张云峰告诉记者：“太阳能光伏瓦、横向通风、粮情监
测系统和富氮气调杀虫系统等这些新技术的运用，使粮食
一个储存周期的损失损耗从原来的0.7%左右下降到0.2%左
右，仅单仓就能减损18吨粮食。”

走出粮库，记者来到了运粮码头。在码头上，散粮经
过塔吊抓斗从船上进入存料箱，通过传送带流入运输车。
运输车载着粮食驶至粮仓，粮食再通过传送带和机械设备
进入粮库。据介绍，储备库的粮食实现了散装散运，日作
业量从原来的300吨提高到2700吨。

“粮食在包装储藏、运输、装卸等过程中损失不小。
为建立节粮减损新机制，国家粮食局实施‘粮安工程’，
推动原粮‘散装、散运、散储、散卸’的四散化物流方
式。我们采取的粮食四散物流作业，可以使粮食运输损
耗率平均降低 2%左右。”浙江省粮食局直属粮油储备库
管理中心主任黄志军说。

浙江省粮食局直属粮油储备库是近年来我国建设现代
化粮库的成果之一。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3年年
底，我国拥有遍布城乡的各类粮食仓储企业1.9万家，仓容
总量超过3亿吨，高大平房仓、浅圆仓、立筒仓等现代化仓
库占到60％以上，仓储物流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说，现在，我国基本形成了以
大连北良港、广东新沙港、上海外高桥等粮食物流基地为
枢纽，以各级粮食中心库为节点，以遍布全国的粮食收纳
库为基础的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我国正在由“无虫
害、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的安全储粮阶段向“绿
色、生态、智能、高效”的生态储粮阶段转型。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
罗县作为全国首批农村
改革试验区之一，通过
以土地经营管理制度创
新为重点，扎实推进改
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2年，平罗县进
行土地确权颁证，当年
这项工作就全部完成，
确 权 土 地 86.61 万 亩 。

“土地确权后，有两个明
显的变化：农民贷款容
易了，农村土地流转规
范了。”平罗县土地经营
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王云告诉记者。

“ 土 地 确 权 之 前 ，
农民向银行贷款至少需
要 3 个担保人，如果贷
款户还不了款，担保人
都无法再贷款。确权颁
证后，农民贷款就容易
多了，可以拿着自己的
土 地 证 去 申 请 抵 押 贷
款。贷款容易了，许多
农民开始搞起副业。”
平罗县农村商业银行信
贷管理部的韩芳说。

为了延长土地确权
之 后 的 “ 改 革 链 ”，
2012年底平罗县出台了

《平罗县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流 转 管 理 （暂
行） 办法》、《平罗县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及经营管理办法》 和

《平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经营权和宅
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

王云介绍说：“土地确权前，农户之间的土
地流转大多是口头协议，很容易引起纠纷。我
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严格规范了土地流转的
程序和条件。比如，以村为单位大面积流转土
地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
意，最高流转年限为14年；家庭农场流转土地
应在200亩至600亩之间（包括荒地）。”

走进姚伏镇高荣村的祥盛家庭农场，农场
主李静一家人正坐在庭院里烧烤。

李静告诉记者：“2012 年确权后，我家有
了土地证。那一年，我与一些农户签了土地流
转合同，共流转了 19户的 370亩耕地和 496亩
荒地。每亩耕地每年的流转费用是 400元。流
转土地后，我用流转土地经营权证到银行贷
款，扩大生产。去年，我从平罗农村商业银行
贷款20万元，今年又贷了40万元。”

李静把记者拉到院子中间说：“这两笔贷款
起了大作用，那里是用贷款建的泵站，那边的
两辆拖拉机和一台收割机也是用贷款买的。”

在平罗，像李静这样通过流转土地扩大种
植规模的农户不少。目前，平罗已培育家庭农
场182个，建成规模经营示范点32个，流转土
地14.6万亩。

宁夏平罗

：

土地确权作用大

本报记者

许

凌

10 月 22 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

马寨村农民在田间采摘杭白菊。据菊农介绍，今

年菊花喜获丰收，平均亩产干菊花 160 公斤以

上，菊花远销江苏、浙江、上海、广州等地，每亩

可为菊农带来数千元的经济收入。

刘勤利摄 （新华社发）

深秋的晚上，凉意很浓，在陕西省眉县肖里
沟村，“陕西省猕猴桃专家大院”的讲座热闹非
凡，果农们听得聚精会神。“要上好肥，才能让果
树吃饱，一年要上 4 次肥。”果树专家雷宗中教
授用生动的语言为果农们讲述着，重点就猕猴
桃的新品种、施肥和病虫防治等展开讲解。

从 2006年开始，眉县就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针对猕猴桃产业开展技术合作，建立标准化
生产示范点，推进科技入户工程。“陕西省猕猴
桃专家大院”等一批专业技术推广项目随之落
户眉县。通过实施“十百千”猕猴桃人才计划，眉
县培养了大批本土专家。

目前，眉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猕猴桃
生产基地。全县猕猴桃总面积达到 29.4 万亩，
猕猴桃从业人员达到 15 万人，已建成各类猕猴
桃储藏冷库 2620座，储藏能力达 18万吨。

“眉县围绕猕猴桃已经形成了生产、冷
藏、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条。”在日前召开
的猕猴桃产业大会上，眉县农业局局长魏立中
说，目前，眉县猕猴桃通过了无公害整县环评
认证，4700 亩生产基地获得有机猕猴桃生产
证书，全县有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118 个，其
中，有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5个。

陕西眉县：

“猕猴桃专家大院”走俏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近年来各地开展的小额扶贫信贷，是提高贫困户“造
血”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统计，截至今
年 6 月底，我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8394 家，贷款余额 8811
亿元。当前我国小额信贷扶贫效果如何，存在哪些问题？记
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小额贷款扶贫效益大

河北省平泉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北五十家子镇农
民单海燕以前年收入只有三四千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几
年前，单海燕看到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势头不错，也想种食
用菌挣点钱贴补家用，但没有本钱。她想向银行贷款，因提
供不出抵押物，没办成。后来，单海燕听说中国扶贫基金会
下属的中和农信发放小额扶贫贷款，不需要抵押，只要有 5
个农户提供担保就行。她就找到信贷员梁俊山，很快就拿到
6000 元贷款。如今，单海燕家已建起 70 个育菇大棚，成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中和农信平泉县农户自立服务社主任王德一说，当地很
多贫困户借助中和农信发放的小额扶贫贷款，发展食用菌，
摘掉了贫困帽，过上了好日子。

对于小额扶贫贷款的优点，河北省扶贫办主任李剑方深
有感触。李剑方告诉记者，目前，中和农信小额信贷项目已
覆盖河北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保定、沧州等 9 市 38 个
贫困县，累计发放 14.5亿元贷款，平均单笔 8128元，还款率
达 99％以上。中和农信小额信贷项目有三个特点：一是瞄准
贫困户。项目以贫困农户为目标群体，主要支持贫困农户发
展生产。所有贷款无需抵押，农户在提出贷款申请 3 天内就
可获得贷款。二是扶持效果好。中和农信的小额信贷项目资
金主要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种植、养殖和微型加工等项目，信
贷员还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和信息服务，贷款农户的项目成
功率很高。三是项目采取本土化管理。项目负责人由当地政
府推荐，其余人员在当地公开招聘。本土员工熟悉客户情
况，可有效降低风险。

由于扶贫成效显著，小额扶贫贷款深受农户欢迎，发展迅
速。据中和农信公司品牌推广部高鸽介绍，扶贫小额信贷项目
区大部分是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十几年来，已累计发放 80
多万笔贷款，共计72.8亿元，近200万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贷款风险需有效防控

尽管扶贫成效显著，小额扶贫贷款在发展中仍遇到不少
困难。

“俺在荒山上种果树，从银行贷款难，就申请小额扶贫贷
款救急。贷款年利率 12%，比银行高不少。更主要的是，贷
款期限短，连本带利，分 10 次还清。放款后，每 3 个月就要

还一次。俺的果树要两年才能挂果，只好借债还贷。”一位贫
困户对记者说。

小额扶贫贷款确实存在贷款期限短、利率较高等问题，
但从小额扶贫贷款较高的信贷风险和放贷成本来看，压缩还
款时限、提高贷款利率则是不得已的事。

与商业银行普通贷款比，小额扶贫贷款潜在风险非常
高。三农问题专家段应碧说，中和农信所有发放的农户贷款
都无需抵押，只要农户组成 3 到 5 户的联保小组就行。信贷
员上门服务，农户足不出村，在提出申请 3 天内就可以获得
贷款。农户贷款难的问题解决了，小额扶贫贷款机构的风险
也提高了。为有效控制风险，就得压缩还款时限。

2008 年，梁俊山就遇上一家农户，申请到 8000 元扶贫
贷款，随即去向不明。几经周折，梁俊山找到对方，经多方
努力，才追回本金。有了这次教训，梁俊山以后对每笔业务
都非常谨慎。

段应碧说，农户贷款贵，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运营
成本高，二是融资成本高。农户居住分散，财务信息不规
范，贷款额度小，单位信贷成本高。“目前，中和农信小额
扶贫贷款管理成本达到 10％左右。此外，贷款本金主要来
源于商业银行的批发贷款，融资成本也不低。中和农信小
额扶贫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超过 8％。由此看来，即使不考
虑利润，小额扶贫贷款要收回成本，给农户的贷款利率也
不能太低。”

金融扶贫亟待跟上

一位贫困地区干部告诉记者，出于收益和风险等因素的
考虑，政策原本定位于服务“三农”的不少金融机构，近年
来逐渐将兴趣转向大项目、大企业等，不愿发放比较收益较
低的农业项目。有的金融机构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对发放
小额农户贷款的态度也不太积极。

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相
关政策意见正在加紧制订中。主要政策措施有四点：由县级
政府出资，按照扶贫小额信贷总额 3%左右，建立风险补偿
金，用于补偿扶贫小额信贷的坏账损失；由县级政府出资，
购买扶贫小额信贷保险，成本控制在 1%以内，用于分散扶贫
小额信贷的贷款风险；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贷款，按基准利率给予贴息；积极开展信用村、
信用户建设，以村为单元，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专建个人信用
档案，开展评级授信。

据悉，相关意见要求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贴息，
县级建立风险补偿金和扶贫小额信贷保险，开展贫困户信用评
级等措施，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5 万元以下、银行基准利率、
期限 3 年以内的“免担保、免抵押”的信贷服务，支持其发展生
产、增加收入、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