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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李克强总理在贵州黎平考察节日供

应后，特意送给市场负责人一台贴着“福”字的“公

平秤”，寓意“公平是市场之福”。小而言之，市场

交易公平，买卖才能兴隆，消费者和商家都能受

益；大而言之，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经济

发展才能后劲儿十足，企业和老百姓才能过上红

红火火的好日子。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本届政府的开门

头件事。从几百项审批权接连取消下放、改革商事

登记制度，到制定“负面清单”、鼓励民营资本发挥应

有的作用，再到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改革，逐步放开竞

争性环节价格⋯⋯中国这一世界瞩目的巨大市场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万众创业创新的热情竞相

迸发，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去年同比增长 45.88%；

民营资本平等进入更多领域，电信、石油等重点行业

皆有民资身影；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先后放开，市

场的“自主权”和“自由度”逐步扩大。一个个新领域

活力释放，生动说明改善市场环境的一系列举措皆

是顺大势、促发展的明智之举、必然之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呈

现出许多新特征、面对很多新挑战。比如，资源、

人口、土地红利不断消减，出口、投资、房地产等拉

动增长的传统引擎明显乏力等。适应新常态，解

决新问题，最根本也是最有力的办法，就是要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

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

能大的效益。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打造好

当下的市场环境。只有营造统一透明、公平有序

的市场环境，才能令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

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

平等交换，进而推动经济向更高级形态、更复杂分

工、更合理结构演进。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目标是市场，主角

是政府，重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政

府职能。政府需明确“负面清单”和“权力责任清

单”，该交给市场决定的就交出去，该做好监管和服

务的就负起责任来，一手着力改善市场体系不完

善的现状，一手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

的问题。政府不是不再发力，而是发力的落点变

了，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强化优化公共服务，保

障市场公平竞争。形象地说，就是不再上路当“司

机”，而是管好“红绿灯”，维护好市场环境，划出法

治规则；还要当好“警察”，对违法行为和不正当竞

争“眼里不揉沙子”。本届政府简政放权、敞开市

场、深化改革的种种举措，目的尽在于此。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还需与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最近，中央纪委对

8 起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

的责任追究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严格追责、依

法行政的成果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有利于营造

一个廉洁透明的社会环境、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

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

不竭的内生动力。

公平有序是市场之福
本报评论员

农历正月初三，山东迎来了一场大范围喜雨，全省平均降
雨量 3.4 毫米。农时催人急，农民春耕备得如何？记者走访
了几个种粮大户。

当日，山东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李家村村民张汝和，陪亲
戚吃完午饭，就匆匆地赶到邻村的农机维修点。

张汝和是当地的种粮大户，他的支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去
年承包了 5000 亩盐碱地。过去，这些盐碱地上根本不能种
粮食。自从国家在这里实施“渤海粮仓”工程，盐碱地真的变
成了粮仓。去年，大旱之年，张汝和家小麦单产 500.89 公斤，
玉米单产 752.3公斤，让他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

“渤海粮仓”工程是科技部、中科院联合实施的粮食增产
项目。该项目将改造开发环渤海地区 4000 多万亩中低产田
和 1000 多万亩盐碱地，目标是到 2017 年增粮 30 亿公斤，到
2020年增粮 50亿公斤。

张汝和的 5000 亩地就位于“渤海粮仓”项目的核心区。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第一次用上了“智慧稻草人”，地里的虫
情、病害、温湿度、风力等信息可实现实时远程掌控。他带头
投入 120 多万元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连续两年秸秆全部还
田。在他的带动下，冯家镇出现了 5个千亩以上的种粮大户。

山东诸城市昌城镇西大宋村冯兰仁，春节前后也一直忙
着备耕。“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备耕的事，半点也不
能马虎。”作为受到国务院表彰的“全国种粮大户”，冯兰仁
心气正高。春节这几天，他把家里的 30 多台套大小农业机
械擦得锃光瓦亮。

冯兰仁告诉记者，近几年，受国家惠农政策支持，自家
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去年种粮面积已超过 1000 亩，粮食
亩产达 1100 多公斤，总产超过 600 吨，仅粮食收入就超过
125万元。

走过田间地头，喜雨后的麦田一片绿油油。记者了解到，
春节前，山东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赵润
田就一直在各地了解备耕情况，对麦田
分类管理、病虫害防治、抗旱浇水等作出
部署，并对全省粮食高产创建进行督

导。“根据调研情况，相信今年，
山东将有很大几率再次迎来丰
收年。”赵润田说。

新春佳节忙备耕
本报记者 单保江

安 中 平“ 绿 色 转 型 ”记
本报记者 雷汉发

满载“年货”和新春祝福回家

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抵达义乌
满载“年货”和新春祝福回家

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抵达义乌
脐橙是江西赣南老区现代农业的拳头产品，但是鲜有人

知道，这几年赣南生产的茶叶在全国甚至世界性的评比中也
屡有斩获，成为响当当的名茶。春节期间，记者驱车来到赣
州龙南县临塘乡东坑村，探访藏在大山深处的生态茶场。

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车子便从山脚下抵达海拔 600多
米的山顶。举目远眺，生机勃勃的茶树分布在竹林环绕的山
坡上，一垄一垄地一直延伸至山顶，满山翠绿尽收眼底，不
禁令人心旷神怡。

同行的茶场负责人谢朗明告诉记者，2009 年，江西恒
泰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准备在这里发展生态农业。东坑村山地
平均海拔 600多米，属原生态山区。此地空气清新，终年云
雾缭绕，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富含茶叶生长的有机
质，这些自然条件与优质茶的种植条件非常吻合。“通过多
次的实地考察和权威专家的咨询指导，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于是确立了发展优质茶种植的项目。”

“目前茶场面积已有 6000 多亩，并实现了产供销一条
龙。”谢朗明指着漫山茶树说，这里独特的丘陵气候环境以
及微酸红土土壤，非常适合种植优质茶叶。因此茶场在之前
种植白茶的基础上，最近又引进了新品种。茶场还利用红豆
杉含独特“紫杉醇”的特性，采取与茶树套种的方式，培育
出了几种优质茶，如今已畅销港澳等地区。2014 年，他们
产茶近 5 万公斤。“我们的茶叶抗逆性好、优质高产、适应
性强，获得了第九届国际名茶金奖、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金
奖和‘中茶杯’全国名茶评比特等奖。”说到茶场生产的茶
叶，谢朗明不无自豪。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在赣州，光是龙南就有近万亩规
模的茶场，年产茶叶 16 万公斤左右。恒泰茶场经过近年来
的发展，已成为当地茶叶产业的龙头企业。最近，他们计
划加快标准茶场的建设和茶叶良种的推广，新开发高标准
茶场 1 万亩，并准备在茶场发展集茶叶采摘品鉴、休闲旅
游为一体的茶旅游项目。同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到 2020 年带动龙南县 8 个乡镇发展茶场 3 万
亩以上。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我们种植生态茶叶契合了这一精神，对
今后的发展，我们也更有信心和动力了。到时，连绵的深山
里，将再也藏不住这片片茶场、青青茶树和缕缕茶香⋯⋯”
谈起未来的发展，谢朗明心中充满梦想。

大山深处茶飘香
本报记者 刘志奇

本报北京 2 月 22 日讯 记者
顾阳报道：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
满载着 64 个标准集装箱的橄榄
油、葡萄酒和气泡水，于 22 日返回
义乌。作为“义新欧”国际铁路联
运大通道运行以来的首趟回程班
列，此趟回程不仅运来了丰富的西
班牙商品，更为国人带来了新春贺
礼和新年祝福。

与其他“中欧班列”相比，“义

新欧”中欧班列穿越 7 个国家，全
长 13052 公里，几乎横贯欧洲，贯
穿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所有的中
欧班列中最长的一条。它途经新
疆阿拉山口境外口岸进入哈萨克
斯坦，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
兰、德国、法国，最后到达西班牙马
德里，为中国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的商贸往来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安
全、高效、便捷的绿色通道。

“义新欧”贸易通道让中国的
小商品流到西班牙去，也让西班牙
的产品流到中国来。去年 11 月 18
日首发义乌至西班牙马德里中欧
班列历时 21 天，将工艺品、饮品、
玩具等义乌小商品运至欧洲，而
22 日抵达义乌的中欧班列历时 24
天，首次将欧洲原产地的 32 个车
皮、64 个标准货柜的红酒、橄榄
油、气泡水等年货带回中国。

2月 22日，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抵达浙江义乌。 龚献明摄（新华社发）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22 日 电
（记者于文静 陈梦阳） 为

了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能喝上干净
的水，我国将在 2015 年年底前，
解 决 “ 十 二 五 ” 规 划 内 剩 余 的
5163 万农村居民和 704 万农村学

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记 者 22 日 从 水 利 部 了 解

到，今年我国除了解决 5867 万
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
题外，将把解决四省藏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重庆三峡

库区、湖南洞庭湖区等四大片区
规划外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纳
入年度计划任务，确保 2015 年
年底前完成。对地方反映的规划
外其他饮水不安全问题，由地方
政府负总责予以解决。

让农村居民都能喝上干净水
今年将解决 5867万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2 月 10 日，对在河北石家庄市鹿
泉区宜安镇打拼多年的安中平来说，
这一天是个难忘的好日子，是新征程
开始的日子。明媚的阳光洒满大地，
安中平在宜安镇华恒水泥厂原址上新
建的石家庄华洋饮品公司厂房里响起
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自己精心选建
的绿色生态环保型生产项目——核桃
露精深加工生产线终于开工试生产。

一脸喜悦的安中平告诉 《经济日
报》 记者：“我现在的心情就像今天的
天气一样充满了阳光，因为我的工厂
获得了新生。”

安中平的工厂所在地宜安镇是石
家庄市重点水泥生产区，长期以来，
这个处于石家庄市上风上水位置的水
泥生产区因粗放的生产方式，给石家

庄市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影响。
为改善北京市周边生态环境，还

石家庄市民蓝天白云，石家庄市决定
在 2013 年底前全部拆除石家庄西北部
的鹿泉、平山 35 家水泥企业，以削减
产能 1850 万吨、减少粉尘排放 7000
吨。这意味着 35 家做了大半辈子水泥
生意的水泥企业老板，要从零开始转
型，谋求新发展。今年 50 岁的鹿泉华
恒水泥厂老板安中平就是其中之一。

老安说他永远都记得 2013 年 12
月 17 日，全市集中拆除 18 家水泥企
业的日子。随着爆破声响起，一家家
水泥厂全部化成废墟，包括老安的工
厂。当时，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几十
年的产业片刻间倒塌了，一些水泥企
业老板当场就流泪了。不过，老安
说，自己心里虽然很难过，但强忍着
眼泪没有哭。“自己干了几十年的水泥
企业老板，这个道理该明白，污染企
业生态转型是当今经济发展的大趋

势，没有老旧企业的涅槃，哪里会有
绿色企业的重生。”

成片的水泥工厂倒下后，原来整
日灰蒙蒙的宜安镇又重现蓝天。外面
的阳光明媚了，但失去了生产门路的
水泥厂老板们心中却是阴霾一片。在
一片废墟上，企业该如何转型升级？

“干了那么多年水泥企业，所有的
渠道、资源都在这一块，突然不能干了，
真是手足无措啊！”老安回忆说，在漫无
目的的考察中，有人建议他做核桃露饮
料，因为石家庄西部山区有上百万亩的
核桃种植区，核桃资源丰富，但是缺少
加工生产核桃露的工厂。安中平一琢
磨，觉得这个建议还是靠谱的。

去年 5 月，在水泥厂的废墟上，老
安的饮品厂房开始开工建设。为上这
个核桃露项目，老安把卖设备的钱和自
己多年办厂的所有积蓄全部投了进去，
可资金缺口仍然很大。几家银行都表
示，必须投产才能贷款，老安陷入资金

困境。驻厂帮扶的宜安镇镇长梁金会
了解这一情况后，一趟趟跑区政府帮助
协调，主管区长在了解项目后，也帮着
老安对接银行。在政府的担保下，老安
终于贷到了 300 万元，厂房不到一年的
时间就建成，工厂也在羊年春节到来前
开工试生产。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前来祝贺老安
工厂正式投产的梁金会告诉记者，石家
庄治理环境污染，宜安镇是重点，一下
撤除水泥生产企业 34 家，影响财政收
入 1 亿多元，占总数的 90%以上。为尽
快促进镇里经济转型，从 2013 年开
始，镇里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帮助水
泥转产的企业找项目上，从县到镇给
每个企业都派出了帮扶工作组，先后
近 10 次组织企业老板到浙江、江苏、
北京、天津、安徽等地考察，帮助水
泥老板开阔创业眼界，使退出市场的
水泥企业转产取得好效果。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