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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落有致的民居、干净整洁的道
路、成片的芒果树⋯⋯在广西田阳县
那满镇露美村布露屯采访，记者不禁
被其优美的环境所吸引。

露美村村支书黄俊告诉记者，“这
个新村是在 2013 年重新规划建设的，
能够顺利建成，和屯级事务管委会的
努力密不可分。”

屯级事务管委会是田阳县基层组
织建设的一个创新。管委会由自然屯
的群众投票选举出来，形成了联合提
议、联合商议、联合决议的“屯事联理”
模式。管委会受村两委领导，负责村
里的各项具体事务。

为 了 更 具 体 地 描 述 管 委 会 的 角
色，布露屯管委会副主任罗志波向记
者讲述了管委会所做的一件事。

屯里在实施道路硬化的时候，要
拆除村民苏伍步的碾米机房。开始苏
伍步怎么也不同意。管委会的人于是
轮番上阵去做工作，连续到苏伍步家
磨了 10 多天。后来，罗志波带头拆除
自己伙房，为修路让道。管委会的人
都是村里有威望的人，又是左邻右舍，
加上罗志波先拆了自家伙房，让苏伍
步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自己耽误了村
里的大事了，最终同意拆掉碾米机房。

正是在管委会的带领下，布露屯

陆续实施了土地整治、高效节水灌溉、
村容村貌改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
一批项目。

“这种事情让屯级管委会来做更
能让村民接受，效率也更高。如果按
过去的方式，让政府工作人员或村干
部 做 这 类 工 作 ，效 果 不 一 定 有 这 么
好。”村支书黄俊说，“露美村有 1487
人，各种工作事无巨细，十分繁杂，光
靠我们 5 个村干部根本忙不过来，有了
屯级管委会，就能解决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把许多工作都做实做
细。”

目前，田阳县共设村级党委 11 个、
村级党总支部 16 个、村级党支部 129
个、屯级党支部 170 个，有 246 个自然
屯成立了屯级事务管委会。田阳县每
年举办“基层党组织书记专题班”、“异
地精品班”和“创业专题班”等各类培
训班 20 期以上，培训基层组织工作人
员 1500人次以上。

为了提高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积极
性，田阳县建立健全了基层组织干部
待遇稳定增长长效机制。目前，全县
贫困人口 6.32 万人，比 2011 年减少
6.79 万人，年均减少 1.7 万人。全县农
民人均纯收入 7392 元，比 2011 年增加
2592元，年均增长 648元。

“这里过去是传统的物流园
区，如今主动拥抱创新发展和互
联网，开辟了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的经营新路。这既是时代的需
要 ， 也 是 企 业 发 展 的 必 然 选
择。”5 月 19 日下午，站在距高
铁广州南站大约四五公里的广东
国通总部大楼顶层的阳台上，广
东国通集团董事总经理陈健涛兴
奋 地 向 记 者 介 绍 园 区 的 巨 大
变迁。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备受关注，
非公有制企业该以何种姿态转型
升级？通过对广东国通集团采
访，记者看到民营企业的“创二
代”们正在争相奏响转型新曲。

走进国通物流园区，大型的
物流仓库里满是忙碌地装货、卸
货的身影，德邦物流华南运营中
心、唯品会的华南配送中心等品
牌企业一字排开，另一边是海关
物流保税中心，紧挨着的仓库也
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陈健涛说，今年是国通物流
园区创立的第十一个年头，这也
是他从父辈手中接过创业大旗
后，不断探索转型升级的第十一
年，“我们不断延伸物流产业的链
条，引进相关上下游企业共生发
展，将简单的物流园升级为现在
的物流产业城。”

陈健涛介绍说，2007 年广东
水产品供港澳中心建成，成为物
流园腾飞的重大突破，目前中心
已成为内地向港澳地区供应水生
动物产品的最大基地。随着德邦
物流、唯品会等大型物流仓储企
业的进驻，加上 2013 年佛山市内
唯一一家 B 型保税物流中心的建
成，国通集团也逐渐成为一家集
进出口贸易、物流园区开发、农业

物流为一体的企业。
“我们仓储服务区占地约 53

万平方米，24 万平方米的土地已
经建成仓库，在建的有大约 7 万
平方米，剩下的在 2017 年将全部
建成，但是之后我们该如何继续
发展？”陈健涛话锋一转，向自己
发问。在他看来，等这片土地资
源开发完后，企业发展的有形平
台就饱和了，企业的第二个十年
该如何发展？答案是必须拓展无
形无边界的大平台。

2014 年 8 月，一个名为“品
珍鲜活”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
线了，这个以 O2O 为经营模式的
生鲜跨境电商平台，主要经营高
端食材和食品。进入生鲜电商的
市场，国通集团有产业园区内保
税物流中心强大的基础支撑——
丰富的食品进出口经验和完善的
供应链。通过与顺德陈村海关合
作多年，国通集团还建立了优良
的食品进出口体系。

从开始谋划品珍电子商务平
台到平台正式上线，国通只用了短
短半年时间；品珍成立短短5个月，
便实现了销售额超过500万元，平
台用户注册数突破10万大关。

5 月 20 日一大早，记者来到
位于广州市珠江新城太阳新天地
的一家品珍生活服务门店内，只
见美国车厘子、英国深海三文鱼、
澳大利亚大龙虾等生鲜和水果整
齐地摆放在冷冻储藏柜台上。乍
看之下，这里与传统超市的布局
颇为相似，但其经营理念与传统
超市有较大差别。

陈健涛告诉记者，以前卖食
品靠的是价格竞争，而现在则需
要更加注重服务品质。国通集团
升级的不仅是产业，更是企业的
经营理念。

广东国通集团：

“创二代”奏响转型新曲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化麦子

广西田阳县打造“屯事联理”模式

激活基层“细胞”释放扶贫动力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贵州：

创新开发机制 竞相“减贫摘帽”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4 月 29 日，在肥西县山南镇金牛社区，工作人员在为一户残疾人家庭安装光伏

设备。为提高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收入，安徽省肥西县投资 60 万元，为山南镇、高

店乡 20户贫困残疾家庭免费安装 3kW 小型户用光伏电站。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2011 年 4 月，贵州省实行减贫
摘帽激励、改进贫困县考核、改革扶
贫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等体制机制创
新，激发内生动力，调动社会各界积
极扶贫。4 年来，贵州省农村贫困
人口从 1149 万人减少到 623 万人；
50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从 3153 元 提 高 到
5909 元；25 个县 525 个乡镇实现

“减贫摘帽”。
为鼓励贫困县加快发展，摆脱贫

困，2011 年贵州省出台了扶贫开发
新政,省级预算安排奖励资金33.7亿
元，扶贫项目向申请“摘帽”县倾斜。

贵州省正安县通过大力实施农
村危房改造、生态移民搬迁等加快
城镇化步伐，着力推进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全县茶叶、蔬菜、核桃等特
色农业渐成规模，夯实农村饮水、道
路、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增强农
村发展后劲。2012 年，正安县把各
项减贫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到人，县
乡共争取项目资金 2.6 亿元、社会
捐资 213 万元，县乡干部结对帮扶
贫困户 1万余户 4万多人。

去年初，正安县贫困人口发生
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等“减贫摘帽”定量考核指标
通过省级验收，彻底摘掉戴了 20 多
年的“贫困帽”。

正是在“减贫摘帽”机制激励
下，贵州省各贫困县踊跃申请“摘
帽”,千方百计整合资金,加快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调整产业
结构推动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市
场 化 。 4 年 来 ，省 级 财 政 已 安 排
17.5 亿元“减贫摘帽”专项资金，共
25 个县 525 个贫困乡镇实现“减贫
摘帽”。

“省里取消了对贫困县的 GDP
指标考核，我们充分利用森林生态、
特色农业、民族文化旅游等特色资
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雷山县委
书记黄清发说。据了解，去年雷山
县建成绿茶基地 14.78 万亩,茶叶
产值逾 8 亿元,让 1.46 万户 4 万余
人受益；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7.6 亿
元,7000 人直接从事旅游业；近 6
万人从事天麻、蔬菜、黑毛猪、林下
鸡、杨梅、葡萄等绿色产业,年创产

值 10 多亿元；1.2 万人加工银饰和
苗绣年产值超 3 亿元。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6064 元,增长 15.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到
83.3%。

铜仁市积极创新资金筹措渠
道，采取“政府搭台、产业唱戏、金融
支持、扶贫贴息”的办法,探索与金
融机构合作,广泛筹措扶贫产业发
展资金,取得明显成效。近年来，先
后有石阡、思南、江口、松桃、德江、
印江等 6 个县与国开行合作,产业
涉及生态茶、畜牧业、中药材、食用
菌、乡村旅游等产业，获授信资金
30 亿元。“以前发展产业以政府主
导和以无偿投入为主，群众积极性
不高，产业投入见效难。通过农户
贷款、扶贫贴息的方式,农户自选产
业,积极性高涨。”新寨村村支书陈
伦勇说。

铜仁市还探索实施“三权”抵押
贷款，让农村沉睡的资源和不动产
变成资本和资金。采取“政银农”合
作，全市共利用支农再贷款 2 亿多
元投入扶贫开发,撬动金融资本助
推扶贫产业发展。

从 2014 年起，贵州省还积极改
革扶贫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全
面落实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除重
大扶贫专项和以奖代补项目资金
外，扶贫资金由省主要按因素法分
配切块到县,实行目标、任务、资金
和权责“四到县”制度。全面推行扶
贫项目资金乡村公示制度、“民生特
派”和第三方评估制度，建成并投入
使用了“贵州省扶贫系统电子政务
平台”，确保扶贫项目和资金在阳光
下运行。

一系列扶贫新政充分调动了各
级干部注重发展、关注民生的信心
和决心,加快了扶贫开发步伐。“以
前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向上级争取扶
贫项目和资金上，现在则安心做好
产业规划、产业发展等实实在在的
事。”一位贫困县的扶贫办主任说，
改革后，扶贫项目和资金按县贫困
人口数量、贫困发生率、贫困村数
量、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可
用财力等因素测算分配，不再靠跑
和要。

抵达利马对秘鲁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同秘鲁总统乌马拉举行会谈
强调推动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新华社利马 5 月 22 日电 （记者

俞铮 贾安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 5 月 22 日下午在利马总统
府同秘鲁总统乌马拉举行会谈。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乌
马拉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秘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愿在中秘传统友好基础上，
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突破，加强国际
地区事务协调，密切文化文明交流互
鉴，促进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
展繁荣，共同丰富世界文明多样性。

李 克 强 指 出 ，中 秘 均 致 力 于 推
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深化互
利合作，两国携手共同发展面临新
的机遇。下一步，双方可在自贸安
排 基 础 上 加 强 务 实 合 作 前 瞻 性 设
计 。 推 动 重 点 领 域 产 能 和 装 备 合
作，构建石油、清洁能源、矿业、农林
渔业等领域上下游合作产业链。中
方愿根据秘方需求和规划，充分利
用铁路、港口、电力、通信等领域产

能 和 技 术 优 势 ，积 极 参 与“ 两 洋 铁
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强
技术转让和经验分享，提高秘鲁工
业化的装备配套能力，带动当地扩
大就业。密切金融合作，探讨符合
双方需求的融资方式以及贸易本币
结算和双边货币互换等合作。中秘
产能和装备合作向第三方开放，谋
求两国双赢、多方共赢。期待秘方
为中资企业在秘投资兴业提供更多
支持和便利。

乌马拉热烈欢迎李克强访问秘
鲁，他表示，秘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
关系，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秘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两洋
铁路”规划建设对秘、巴、中三国乃
至本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中方
的参与必不可少。欢迎中方扩大对
秘采矿业等工业领域的投资，向秘
转让技术，这将有助于秘工业化进
程。双边在农业、渔业、住宅建设、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前景很大，

双方可进一步深化相关合作。继续
加强教育、旅游和文化交流。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
双边产能、能源、矿业、基础设施建设、
检疫、医疗、航天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
署。双方还发表了中秘政府联合声明。

会谈前，乌马拉在总统府广场为
李克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礼
仪骑兵卫队护卫李克强车队驶至总
统府。李克强检阅秘军仪仗队，乌马
拉 总 统 夫 妇 在 总 统 府 台 阶 处 迎 接
李克强夫妇，合唱团分别用中文和西
班牙文高唱中秘两国国歌。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和乌马拉总
统夫人埃雷迪亚出席欢迎仪式。

新华社利马 5 月 22 日电 （记者

俞铮 郝亚琳） 应秘鲁总统乌马拉
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
5月 22日下午乘专机抵达秘鲁首都利
马空军基地，开始对秘鲁进行正式访
问。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同机抵达。

秘鲁外交部长桑切斯前往迎接。

礼兵在红地毯两侧列队，向李克强总
理夫妇致敬。中国驻秘鲁大使黄敏慧
也到空军基地迎接。

李克强表示，秘鲁是拉美地区同
新中国建交最早、与中国达成一揽子
自贸协定最早的国家之一。中秘传统
友谊深厚，务实合作领域广泛，利益融
合不断加深。我期待通过此访，巩固
友谊和互信，为双方开展产能合作拓
展更广阔的空间。中国愿同秘鲁共享
发展机遇，互鉴文明成果，造福两国人
民，共同开创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更加美好的未来。

访问期间，李克强将同乌马拉总
统举行会谈、共见记者、共同出席中
国—拉丁美洲文明互鉴系列活动，并
出席中资企业家座谈会。

李克强和夫人程虹是在圆满结束
对哥伦比亚的正式访问后抵达利马
的。离开波哥大时，哥伦比亚外长奥
尔古因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汪晓源
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利马 5 月 22 日电 （记者

尚军 侯丽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 5 月 22 日下午在利马同秘
鲁总统乌马拉举行会谈后共同会见记
者。

李克强介绍了两国领导人会谈成
果，并表示，秘鲁是我此次拉美四国之
行的第三站。我同巴西、哥伦比亚、秘
鲁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贸易投资、
产能合作、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打造务实合作新亮点。特别是中
国同巴西、秘鲁决定共同开展“两洋铁
路”可行性研究，并一致同意加快三方
联合工作组工作进度，争取该项目能
够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保护环境
和生物多样性的条件下，带动沿线经
济发展，加速南美大陆工业化和城镇
化进程。

李克强指出，中国在铁路建设领
域积累了丰富经验，装备拥有安全性

高、性价比好等优势，而且在国际市场
竞争中经受了检验。中方愿积极参与

“两洋铁路”以及有关国家轨道交通项
目建设，在开展装备等合作的同时加
强技术转让，助力南美大陆互联互通，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更好实现互利共
赢。

乌马拉表示，秘中签署自贸协定，
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充分
表明秘中关系发展顺利，前景广阔。

李克强总理此次对秘鲁进行正式访问
是秘中关系发展史中的一件大事。秘
方愿继续扩大对华合作，感谢中方支
持秘鲁工业化的一系列倡议，欢迎中
方进一步追加在秘矿业、农业等领域
投资。双方签署横穿南美大陆的“两
洋铁路”可行性研究备忘录，巩固和提
升了秘中友好合作关系，有助于实现
秘鲁更好发展，推动秘鲁、巴西、中国
三国和地区共同发展繁荣。

李克强与秘鲁总统乌马拉共同会见记者

新华社波哥大 5 月 22 日电 （记者

田栋栋 侯熙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 5 月 22 日上午在波哥大圣卡
洛斯宫与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共同出席
由两国政府文化部门举办的中国—拉丁
美洲人文交流研讨会。

研讨会上，两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分
别发言，着重介绍了各自国家文学发展
现状，并就中拉、中哥文学交流互鉴发表
了独到见解。

李克强在认真听取他们发言后做了
讲话。他表示，今年适逢中哥建交 35 周
年。此访期间，两国达成一批双边务实
合作成果。中哥、中拉合作不仅是物质
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后者往往更加
不能忽视。

首先，是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昨天
是 5 月 21 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
的“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
日”，目的是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彰显
和平与团结。中国人民和拉美人民都创
造了辉煌的古老文明。中国文化兼收并
蓄，拉美文化海纳百川，双方都是多样文
明和谐共生的杰出代表。中拉文明彼此
相互尊重、互学互鉴，表明人类可以拥有
绚丽多彩的世界，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
多样化的世界中和平共处，共同促进人
类社会进步。中方尊重拉美人民创造的
古老文明，也尊重拉美的生物多样性。
中拉合作不仅促进文明的交融，也重视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第二，是要激发社会的创造力。快
速变化的世界需要不断创新带动社会发
展进步。文学作为创造、创新和创意的
集中体现，可以让思想纵横驰骋，启发跨
越时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社会活力
得以迸发。要以更多创造力和进取意
识，建设大众参与和分享创新创意的社
会，既创造物质财富，也实现精神追求，
让生活更加丰富，让理想变为现实，也让
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第三，是要发挥文学沟通心灵的强
大媒介作用。文化和文学交流是国家间
交往的重要方式，是增进人民间相互了
解的有效途径。中拉跨越浩瀚太平洋的
文化共鸣，是联结彼此人民的心灵纽
带。相信双方能以海纳百川的胸襟，相
互尊重，交流互鉴，共同进步，为不断深
化务实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李克强表示，拉美有句名言，“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
希望两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不断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加强对话互鉴，深
化人文交流和心灵沟通，共同耕耘好中拉友好这片沃土，使中拉互利共
赢的合作之树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桑托斯表示，哥伦比亚人民对中国和拥有 5000 年历史的中华文
明怀有深厚感情。马尔克斯等许多文学家十分钦佩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语言文字的准确精炼。哥中两国业已建立密切的、兄弟般的
情谊，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相信两国文艺界加强沟通互鉴，将进一步
深化彼此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哥中、拉中关系更好地互鉴共进。

与会代表认为，中拉、中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为文学创作提
供了最宝贵的资源。双方文学、艺术工作者应与时俱进，开展更多作品
互译、作家互访、成果互鉴，在交流中促进双方人民的相互理解。

出席研讨会的 100多位中哥文艺界人士对两国领导人和文学艺术
界代表的发言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李克强与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共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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