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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河南驻马店发展农业的新探索，
先要从这个地区工业的发展说起。在驻
马店汝南县的产业集聚区，记者看到一台
台电动摩托车正在走下组装线，这是一家
从浙江迁到汝南的企业，在这里建成投产
后，带动了 46 家相关配套企业落户，在产
业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

驻马店有 12 个产业集聚区，每个集
聚区都有几十家这样的企业。产业结构
调整、新兴工业的发展让这个传统的产粮
区人均收入和财政收入不断提高，改变了
贫穷的面貌。驻马店是国家确定的粮食
生产核心区，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驻马店地区的小麦产量占河南的近
七分之一。在这个产粮大市，大量的农民
进厂上楼之后，谁来种田？国家确定的粮
食生产计划如何完成？

对这个问题，驻马店市市委书记余学
友给出了答案：让种粮主体实现职业化，
这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才是保证
粮食生产的出路。余学友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对驻马店这样的传统农区而言，

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三个集”，即产业集
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产业集聚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让劳动力向城镇集中，第
二产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增加了务工
农民的收入。而劳动力聚集，让人口集
中，这是驻马店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劳动力向城镇集中后谁来种田？“要
把土地向经营大户、农场主、小型农场和
专业合作社集中，加快土地流转和集约经
营，让愿意种田的人种更多的田，发展高
效农业，从而让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获
取工资增加收入。”余学友对记者说。

为此，驻马店市出台了多项大力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并做好扶持和
服务工作。驻马店市委农办的陈诗忠告
诉记者，目前驻马店的新型农业主体稳步
发展，包括 10146 家农业合作社 4000 余
家各类家庭农场，16168 个种粮、养殖等
专业大户，以及农业企业 2107家。

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正在
逐步显现，它们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农民
的增收渠道。农民将土地流转给新型农
业主体后，可以得到每亩 350 元至 1000

元的土地流转收入，用于高效农业的土地
流转则可以得到每亩 1000元到 1400元。

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而农民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工同样可
以获得工资收入。在驻马店，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 213.73 万亩，占
家庭承包面积的 20.55%，有两个行政村
已经率先实现了整村土地流转，农民从土
地流转中受益。

位于上蔡县的驻马店市久久粮食产
业联合体很“阔气”，记者在这里看到联合
体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库房内有不少“大家
伙”，这些大型拖拉机、犁地机、播种机、脱
粒机分别产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
牙、美国等，每台机械日作业能力不少于
500 亩，它们价格不菲，更有一般机器不
具备的深耕功能，作业效率较高。只有集
中连片大面积的农田才能让它们大展身
手，这就需要土地的规模经营。

如今，有了联合体，这些“大家伙”便
有了用武之地。联合体以驻马店市久久
农产品有限公司、驻马店市亿民农产品科
技有限公司等重点加工企业为龙头，依托

各类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
形成种、养、加工分工合作，采购、深加工、
销售、运输、储藏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经
营体系，形成企业、农民抱团捆绑式发展，
各经营主体互利共赢的格局。

农田的集约、高效生产与经营，大大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陈诗忠告诉
记者，土地流转后的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
技术、农业机械、农业新品种等各种增产
技术的推广应用，可以提高粮食单产 10%
左右。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是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构建新型农村生产关
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粮食稳产增产的重要
保证。

余学友非常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这位身为农业专家的市委书记认
为，粮食安全不能单纯靠“保”，出路在
于创新，在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发展的
新常态下，要用现代化的方式去发展规
模农业和高效农业，只有解决了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才能让脚下这片土地真正
成为农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地方。

城镇化让农民上了楼，结构转型让农民进了厂，地里的粮食谁来种？河南驻马店作出

了新探索——

田 间 走 来 新 农 民
本报记者 徐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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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批普法卡通宣传牌落户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椒园镇水田坝村的吊脚楼

边、乡间道旁，成为融入新农村农民生活的一道别

致的风景。图为劳作回家的农民从湖北省宣恩县

水田坝村的法制宣传牌前经过。

宋 文摄 （新华社发）

粮食市场完全放开已有 10 年时间，
仍然有很多障碍横亘在产区与销区之间，
阻碍着粮食自由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充
分发挥主产区的粮食资源优势和主销区
的市场资源优势，促进产销平衡，成为不
可阻挡的趋势。”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
聂振邦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走进主销区

开拓广阔市场
今年新粮上市时节，吉林省吉林市领

导带领 20 多家企业来到北京，携手京粮
集团古船米业公司首次开展新米进京推
介会，让北京市民能够第一时间吃到绿
色、健康的优质大米。之后他们又奔赴南
昌、上海、广州等主销区推销优质大米。

吉林市地处长白山脉向松嫩平原过
渡地带，是全国粳稻核心产区，水稻年产
量 160 多万吨。吉林市粮食局局长陈波
告诉记者，农业是吉林市的支柱产业，在
当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把农业做大
做强是主产区面临的主要课题，主产区必
须积极走进销区推销自己的优质农产
品。以后吉林市将加强与北京市的产销
合作，把更多优质农产品推销到北京。

北京市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主销区，
粮食自给率只有 10%，90%以上的粮食需
要外调。“吉林市与北京市的这次合作，充
分发挥产销区各自的优势，吉林市借助古
船米业的市场优势推销大米，而北京消费
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新鲜优质的大米，这
种产销合作形式为耕者谋福利，为食者造
福。”京粮集团北京古船米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亚洲说。

吉林市与北京市的这次产销合作，是
深化粮食产销合作的一次有益探索。目
前我国粮食主产区越来越集中，13 个主
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75%以上，
商品粮供给区域高度集中，当前具有显著
粮食调出能力的主产省份只有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安徽、江西等 5 个省区，东北
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粮食的“蓄水池”。建
立深化产销协作长效机制，促进产销平
衡，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一直通过行
政手段解决产区与销区的区域性矛盾，主
产区常常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主销区，严
重损害主产区的利益。2004 年粮食市场
完全放开后，除了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调
拨外，主产区与主销区更多地通过市场化
手段实现对接，建立起平等协作、互惠互
利的产销合作关系，促进粮食区域平衡。

走进主产区

掌握更多粮源
随着粮食持续多年增产，主产区为了

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
和临储收购，不得不承担建设仓储设施、
保管粮食以及粮食损耗等巨额财政支
出。深化产销合作，主销区也要积极走进
主产区建粮源基地和仓储设施，帮助产区
缓解仓容压力。

记者在吉林省调研时，看到的最多风
景是遍布全省大大小小的粮库。吉林省
公主岭市被称为“中国玉米之乡”，2013
年玉米产量达到 300 多万吨，90%以上玉
米进入国库，全市有 60多个粮库。

为了缓解仓容压力，吉林省通过竞价
销售、跨省移库等措施腾仓泻库，通过加
大仓储设施建设力度扩建仓容。吉林省
粮食局总经济师鞠永平告诉记者,他们还
积极吸引销区企业在本省投资建设仓储
设施。未来将主要是从政策上予以支持，
将销区企业投资项目纳入本省仓储设施
总体建设规划，享受国家对本省投资建仓
的补助政策；外埠企业储粮项目建成后，
凡符合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条件的，允许
承担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据了解，目前
在吉林省开展粮食收储业务的省外企业
主要有 7 家，大多来自北京、重庆和云

南。今年 8 月，吉林省组织召开粮食产销
协作会议，邀请主销省（区、市）粮食局及
企业参加会议。

对于主销区来说，目前粮食供给充
足，但是，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高悬在主
销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据了解，
北京、上海、重庆、天津、浙江等主销区纷
纷走进主产区,建立产销合作基地，把产
销区之间的单纯供需关系逐步发展成为
供应链管理的合作模式。

浙江省曾是我国传统的粮食主产
区，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粮食自给率逐年下降，60%以上的
粮食需要从省外调入和进口，逐渐转变为
主销区。浙江省粮食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浙江省在稳定省内粮源的同时，努
力拓展省外粮源，确保每个县（市、区）
有稳定粮源。

京粮集团是保障北京粮食应急供应
保障的主要载体。京粮集团董事长王国
丰告诉记者，保障北京粮食安全得有稳定
的粮食供应基础，必须选择粮食商品量充
裕、农业生产基础雄厚、结构品种能够满
足北京市民多样化需求的供应基地和主
产区。从 2006 年起，京粮集团就深入粮
食主产区，采取购买、自建等方式，建设
19 个自主产权基地，加之租赁、合作的，
粮源基地数量达到 220 多个，2013 年收
购一手粮源 330 万吨，占北京市总消费量
57%。投资建设面粉加工基地、稻谷加工
物流基地、油脂加工基地，原粮转化能力
达到 450 万吨。目前京粮集团的粮源基
地、产业基地覆盖了东北、华北、西北、内
蒙古、长江三角洲等粮食主产区，保障首
都粮食供应的能力不断增强。

发挥市场机制

实现粮食均衡
吉林省委财经办(农办)主任郭庆海

认为，尽管产销区之间的合作推动了区域

粮食平衡，但并不是解决粮食供求平衡的
根本出路，商品粮大量库存积压已经成为
主产区的严重困扰。粮食产销平衡涉及
诸多方面的因素，仅靠产销区合作难以从
根本上化解矛盾。

目前产销区深化合作面临的一个现
实障碍，就是国内粮食市场出现国内外粮
价倒挂、主产区与主销区粮价倒挂以及原
粮与成品粮价格倒挂等现象。粮价倒挂
如同在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竖起一道“无
形的墙”，影响销区企业到产区购粮的积
极 性 ，甚 至 出 现 销 区 粮 食 倒 流 产 区 的
现象。

郭庆海认为，目前主产区与主销区的
产销对接协议基本上是软约束，实际的粮
食购销行为由企业来决定。从市场实际
情况看，销区粮食流通企业的购粮行为受
粮食市场的供求特征影响，当粮食市场没
有供求缺口时，销区粮食加工企业往往减
少库存，随用随购，在宏观上的表现是将
本应销区的库存转化为产区的库存，显著
增大主产区的粮食库存。现在，大量粮食
存在产区而不是销区，不利于保障销区粮
食安全。

粮价倒挂的形成有生产成本上升和
最低收购价等因素的影响，也反映了当
前我国粮食供给有余。解决的根本路径
是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实施目标
价格政策。但是，在当前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战略前提下，水稻、小麦等口粮
品种将长期实行保护性政策价格收购，
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确保口粮绝对
安全。

从当前来看，缓解主产区粮食仓容压
力，除了要用市场的思路解决问题，还要
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让销区更
多地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严格落实地
方储备任务，粮食储备规模不低于 6 个月
的市场供应量，实现粮食储备均衡分布。

“提高主销区粮食储备规模，有利于提高
主销区粮食应急供应保障能力。”聂振
邦说。

穿越产销那道“墙”
——全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刘 慧

当前粮食生产区域越

来越集中，产区与销区的区

域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对

于主产区来说，粮食实现了

“十一连增”，考虑的是如何

把粮食卖出去,保障种粮农

民收益；对于主销区来说，

考虑的是如何在粮价居高

不下的新常态下，掌握足够

多的优质粮食，确保区域粮

食安全。

如何解决产区和销区

之 间 的 矛 盾 ，实 现 产 销 平

衡？《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问

题进行了调研。

吉林省吉林市

是全国粳稻核心产

区 ，水 稻 年 产 量

160 多万吨。北京

市是一个特大型的

粮食主销区，大米

消费以东北粳稻为

主。今年新粮上市

时节，吉林市首次

走 进 北 京 推 销 大

米。图为北京一家

大型超市内，一位

消费者正在选购新

上市的吉林大米。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到饭店吃饭，刷卡付款，到电影院买票，也能刷
卡。这些只有城里人享受的便捷银行服务，如今对
山西省昔阳县的很多农民来说不再是新鲜事。近年
来，昔阳县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为突破口，大
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便捷
的金融服务。

昔阳银行业机构以乡镇和社区为重点，不断完
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实现了乡镇金融网点全覆盖，
构建起功能齐全的农村网状服务网点。同时，昔阳
县积极推进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等的信用
等级评定工作，拓宽了信用工程覆盖范围。目前已
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评级授信，建档面达 90%，
总授信金额达 5.8 亿元。该县还不断加大金融产品
创新力度，全力满足现代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各涉农银行机构根据农民需要，量身定做了“诚保
贷”、“速贷通”等信贷产品，大力推广农村小额信贷，
使农民“贷款难、难贷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缓解。 （李志强）

山西昔阳

大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

江苏徐州潘安湖风景如
画：2000 亩湿地、4000 亩湖
面碧波荡漾，规模初具；9 座
岛屿星罗棋布，如珍珠般镶
嵌其中。

眼前的美丽景色，让人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污水横
流、污泥满淤、杂草丛生的煤
矿塌陷地。“丰富的煤炭资源
成就了地区经济发展，可是
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多年的
开采毁坏了青山，流失了碧
水，塌陷的湿地成了一道道

‘地球伤疤’。”贾汪区水利局
副局长李保平说。

与徐州一样，以往许多
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
视了对生态环境，特别是水
资源的保护。一些地区过度
开采和消耗深层地下水，一
些工厂冒着黑水的排污口直
接对准河道，还有更多的地
区湖泊已经成为死水，鱼虾
绝迹，禽鸟罕至。“水资源短
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损害等新问题越来越突出、
越来越紧迫，必须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思路、方式、
方法去解决目前面临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问
题。”水利部水资源司副司长陈明说。

为了开展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利部选择一批基
础条件较好、代表性和典型性较强的城市，启动了
105 个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可喜的是，这
105个试点都已经得到批复，目前正在陆续建设。

徐州是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之一。为了恢
复水生态，徐州市制订了“水更清”行动计划，加快采
煤塌陷地整治和生态修复，将潘安湖地区建成集湖
泊、湿地、乡村农家乐为一体的休闲公园，形成了“九
河绕城、七湖润彭”的新格局，城市水生态环境实现
了“由灰变绿”的转变。

如今，全国各地水生态文明建设开始以需求为
导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紧迫、最关注的水问题。
如无锡、广州等城市针对困扰多年的水环境问题，大
力实施调水引流、河涌治理，综合运用截污导流、生
态净化、污水深度处理、河湖连通等措施提高水动力
和水环境容量，全力消除黑臭水体。

一些城市则以水系为脉络，构建系统完整、空间
均衡的现代城市生态格局。哈尔滨市遵循“以松花
江为纲、以水定城、以水兴城”的理念，构建“一江两
岸，一主两翼、南北双廊、多点共生”的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格局。苏州以“山-河-湖-城”为纽带，通过
湿地恢复和保护、河道自然形态保护、自然护坡和生
态护坡建设、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等多种措施，系统构建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

水利部表示，经过试点探索，不同地区、不同资
源条件下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初步显现。下阶段
将不断完善水生态文明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技
术支持，发挥试点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扩大水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的宽度、广度和深度，让良好的水生态环
境普惠民生。

一汪清水绕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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