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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西南宁吴圩国际机场驱车沿着南友高速公路
前行约半小时，就能看到一片片绿色的甘蔗林在微风
中摇曳，这里是广西崇左扶绥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据
了解，示范区的糖料蔗基地是崇左全力打造的一个甘
蔗综合实验区，通过建设高产高糖（双高）糖料蔗基地，
发展糖业循环经济，带动现代农业发展。

从去年开始，广西计划用 3 至 5 年时间，逐步建设
500 万亩高产高糖的“双高”糖料蔗基地，通过土地整
治、改善基础设施、推广良种良法等措施，从根本上消
除当前糖业规模化、机械化程度低的困局，提升发展蔗
糖产业。

蔗糖产业一直是崇左的优势产业。该市是全国糖
料蔗“双高”基地，拥有全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和加工基
地。“现在蔗糖业发展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的整个
产业基础还很雄厚。对蔗糖业的发展我们要寻找一条
新出路。当前这条新出路就是通过发展‘双高’糖料蔗
基地，带动全市糖料蔗生产转型升级。”崇左市市委书
记黄克说。

甘蔗种植是蔗糖业的“第一车间”。如何夯实这个
“第一车间”？2014年，广西给崇左市下达的“双高”糖料
蔗基地建设任务为 20 万亩，在自治区地级市中名列前
茅。然而，崇左市决定追加建设10万亩，共30万亩。

为了加快推进“双高”糖料蔗种植基地建设，崇左
市从市直各有关单位抽调 100 人组成工作队驻村蹲
点，帮助群众开展“双高”糖料蔗基地建设。同时，建立

“双高”糖料蔗培训基地，组织农民到基地接受技术培
训，计划利用 2 至 3 年的时间，让每个种蔗户掌握生产

“双高”糖料蔗的技术。此外崇左还积极为“双高”糖料
蔗基地建设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各类资金整合捆绑使
用，实行重点倾斜，引导制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民互助联营社等参与基地建设。

今年夏粮再获丰收，其中最低收购价政策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这一政策使小麦的收购价格一直维持高位

运行，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弊端也在逐步显现，引起了关注。记者在调研中发

现，在夏粮主产区河北省，连续 3年未启动最低收购价政策，小麦价格却依然保持稳定。

为加快新农村建设，近年来各地因地

制宜制订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政策，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但不可否认，当前一些地区新农村建

设仍然进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

化和散乱无序的现象。新农村建设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

个重要方面，相辅相成。在新时期如何进

一步有重点、精准有效地建设经济繁荣、

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需要积极思考、大胆实践。

农村村落布局规划与优化是新农村

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直接关乎城镇化

和新农村建设的协调推进。经过几十年

快速发展，我国大多数农村依然保持着传

统村落格局，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

些障碍，主要表现在：农村地区发展不平

衡加剧，缺乏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土地集

约利用率低，粗放低效的建设造成土地、

财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人口和产业分

散，难以产生经济社会发展的集聚效益；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维护

成本日益增大；一些美丽乡村、传统古村

落、民俗文化遭受了无法挽回的破坏。

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在城市化过

程中都推行了农村村落整理，如韩国的

“新农村运动”、印度的“乡村综合开发运

动”、德国的“土地整理与村庄革新”等

等。这些国家的农村村落整理既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行政和社会公

共力量主动作为、统筹规划的过程。

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人口由自

然村向行政村、由行政村向乡镇、由乡镇

向县城、由县域向大城市集中是一个长期

趋势。新农村建设本质上也是一个农村

村落体系重构的过程。推进农村的村落

规划，优化农村人口、产业发展等布局，对

于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强化资源节约

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有序推进村落规划与优化布局，首先

应明确村落发展定位与优化思路。对村落

的自然地理、人口流动、交通情况、产业发

展等条件的摸底调查和对发展潜力的深

入分析是进行村落规划与优化布局的基

础。乡镇应在充分考虑域内农村村落不同

情况的基础上，结合乡镇发展定位和总体

规划，确定域内村落发展梯次和布局优化

思路。一般可将村落划分为小城镇型、扩

展型、保留型、撤并型和特色型等类型。其

次应统筹规划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配置。在明确村落规划和发展定位的基

础上，乡镇应统筹规划域内的人口流动、

基础设施建设，应统筹规划小城镇和美丽

乡村建设、工农业布局和产业聚集，应统

筹规划农田保护和生态涵养。县级地方政

府应对县域内的人口流动、产业发展和基

础设施建设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和优

化布局。

现在，一些人对村落规划与优化布

局还存在一些疑虑，实践中推进这项工

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阻碍，如传统乡土

观念的抵触、迁移农民的社会保障、基

层政府的财力负担、乡土文明的保护传

承等问题。对于这些疑虑，我们应以发

展 的 眼 光 去 看 待 。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基层政府通过改革创新工作思路和

工作方法，一些困难和阻碍完全可以克服

和解决。解决这些疑虑和困难的过程也正

是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乡村本身就是一个

动态的、发展的概念，新农村建设和美丽

乡村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演进过程。只

有在保护传承传统乡土文明的同时实现

科学发展，也才能真正实现对传统乡土文

明的保护和传承。

如今，一些农村地区的传统村落格局

已经滞后于我国日益加快的经济社会发

展，给农村发展造成一些问题和障碍。在

充分考虑自然地理、人口布局等条件和发

展潜力差异的基础上推进农村村落规划，

优化农村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已经

成 为 新 农 村 建 设 中 一 项 十 分 重 要 的 工

作。基层政府需要提早谋划，立足长远，

稳步实施。

同时也应看到，村落布局规划与优化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实施村落布局

规划与优化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搞一刀

切、指令性运动，应当尊重农民意愿，短期

内以规划和引导为主。更要看到，我国地

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没有统一的

模式可以照搬照套。各地需要结合客观条

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积极探索适合

自己的村落优化布局模式。

农村村落规划要立足长远
郭海鹰 梁兆国

如今正是小麦集中上市阶段，一些小
麦主产区由于小麦价格下滑纷纷启动托
市收购政策。然而在河北，从 2013 年起
连续 3 年没有启动托市收购政策，小麦收
购一直进展顺利,原因何在?

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受环境、气候等影响，河北小麦质量

高，品质稳定。从历史上来看，河北小麦

价格一直是 6个主产区中最高的

在河北省石家庄国家粮食储备有限
责任公司，几辆大型运粮车正在卸粮。公
司董事长武利均告诉记者，他们粮库今年
计划轮换小麦 2.9 万吨，6 月 12 日启动收
购，开秤价为每斤 1.2 至 1.24 元。今年小
麦收购进度较慢，收购初期每天收购量只
有 300 至 500 吨，现在每天达到 800 至
1000 吨。武利均说，按照目前收购情况，
有信心顺利完成轮换收储任务。

目前河北省小麦大规模上市，收购价
虽然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但每斤仍然在
1.2 至 1.22 元之间徘徊,高于小麦最低收
购价 0.02 至 0.04 元。启动最低收购价政
策的前提条件是，当小麦市场收购价低于
最低收购价（小麦标准品的到库价）时，就
需要启动托市收购,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河北今年仍然不需要
启动小麦托市收购。

河北省粮食局副局长杨洲群认为，河
北连续 3 年没有启动托市收购，是因为河
北拥有其他小麦主产区不具备的区域优
势。首先，受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河北
小麦质量有明显优势，品质稳定。从历史
上来看，河北小麦价格一直是 6 个小麦主
产区中最高的。其次，河北拥有邻近北
京、天津和东北等主销区的地域优势，对
小麦价格起到支撑作用。据调查，河北小
麦每年仅销往京津地区的就达 25 亿斤左
右，约占全省小麦产量的 10%。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北小麦收购价格
高于其他地区，但是收购进度略慢于去
年。截至 7 月 6 日，河北全省收购商品小
麦 165.5 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7.9 万吨，
与全国小麦收购节奏较为同步。据国家
粮食局统计，截至7月20日，河南、江苏等
9 个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收购新产小麦
4248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1460万吨。

河北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刘志安认
为，出现小麦收购进度略慢的主要原
因，一是今年全国小麦总体供需宽松。
据预计，2014 年至 2015 年度全国小麦
供给约为 2573.42 亿斤，需求约为 2450
亿斤，年度节余约为 123.42 亿斤，国内
小麦供需关系较上年度明显宽松。在小
麦总体供过于求的形势下，河北省小麦
价格上涨动力不足。二是企业收购需求
不旺。从去年 10 月份以来，小麦价格保
持平稳偏弱状态，部分贸易企业收购积
极性不高。三是农民惜售心理较强，持
粮待价而沽。

多元收购主体平等竞购

多种收购主体参与收购，支撑了小麦

价格。各种粮食收购主体平等竞争，竞争

的是价格和服务

杨洲群告诉记者，目前河北省小麦收
购主体主要有国有粮食企业和非国有粮
食企业，其中非国有粮食企业包括贸易企
业、加工企业等，现在还有一些社会资本
也在参与收购粮食，由于有多种收购主体
参与收购，支撑了小麦价格。

加工能力强是推高河北小麦价格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河北省小麦加工
企业达 263 家，年加工能力约为 358.3 亿
斤，2011 年以来全省小麦总产量在 255
亿斤至 280亿斤之间，粮源争夺激烈。

河北省五星面业有限公司位于优质
小麦主产区石家庄市藁城区，日加工能力
300 多吨。总经理杨新良告诉记者，面粉
加工本来利润就薄，去年 10 月份以来麸
皮价格一路下跌，导致利润空间进一步收
窄。去年五星面业投资 400 多万元建设
了一个 1.5 万吨的大型平方仓,在小麦价
格处于低位时可以多收购一些小麦，降低
生产成本。

刘志安认为,小麦加工企业仓容有
限，许多企业为了降低存储成本，每年新
粮上市时收购一部分小麦。当面粉行情
好、粮源紧缺时，加工企业就会提高收购
价格，带动当地小麦价格上涨。

与其他粮食主产省国有企业发挥收
购主渠道的作用不同,河北省的非国有粮
食企业成为粮食收购的主力军。根据河
北省粮食局的统计，2011 年，国有粮食企
业收购量占全省粮食收购量的比重为
30% ，2012 年 为 30% ，2013 年 为 31% ，
2014 年则下降到了 24.3%。今年截至 7
月 6 日，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粮食 63.4 万
吨，占全省的 38%。“虽然国有粮食企业收
购粮食占的比重较小，但在稳定市场方面
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杨洲群说。

各种粮食收购主体平等竞争，竞争的
是收购价格和服务，谁的收购价格高，谁
的服务好，谁就可以买到更多的粮食。据
了解，藁城国家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发
动业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掌握粮源，为了
吸引一些规模大的粮食经纪人前来售粮，
公司给予每吨小麦 10 元的运费补贴。一
些粮食加工企业还开展了“两代一换”业
务，就是代农民免费储存、代农民加工，农
民拿着相关票据可以换购成品粮。

托市政策托起价格预期

国家连续多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

政策，给了农民稳定的价格预期，农民仍

然普遍看好后市价格

河北省小麦收购基本实现了市场化，
但有专家认为，河北小麦价格还是有“政

策市”特征。当其他主产省全部或者部分
地区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敞开收
购小麦时，无形中会对河北的小麦价格起
到支撑作用。

实际上，国家连续多年实施小麦最
低收购价政策，给了农民稳定的价格预
期，今年收购价格虽然低于去年，但农
民仍然普遍看好后市价格。河北石家庄
市藁城区新安镇东里村鑫昊种植养殖合
作社理事长王海防以前一直从事奶牛养
殖，2013 年成立合作社，流转了 1600
多亩土地种植小麦、大豆和玉米，今年
小麦平均亩产达到 910 斤左右。“每年新
粮集中上市时粮价就会出现阶段性下
降，我想等过一段时间价格上涨时再出
售小麦，应该可以卖上好价钱。”王海防
说。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高级分析师申洪
源认为，当前小麦收购价低于市场预期，
与去年同期相比，小麦收购进度较慢。9
月份进入面粉消费旺季后，小麦收购价格
可能会温和上涨。像王海防这样的种粮
大户对粮食市场行情非常熟悉，又拥有
比较好的粮食仓储设施，通过错时销

售，可以实现种粮收益最大化。
现在，王海防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粮

食卖不出去。实际上，他已经与一家粮食
加工企业达成售粮意向。他认为，如今小
麦收购市场化程度高，粮食质量好，售价
就高，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他今后将
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调整种植结构，种植更
多优质小麦。不过，按照托市收购政策，
小麦最低收购价不分品种，不分地域，实
行全国统一价格，农民常常为了追求粮食
产量而牺牲了粮食质量，不利于调动农民
种植优质小麦的积极性。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曹慧认
为，当前农业补贴政策面临一些约束，
价格支持政策受到“天花板”的限制，
必须坚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
革的方向。今年国家没有提高小麦最低
收购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国家要
增加市场力量在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作
用。“考虑到我国小麦的战略性、基础性地
位以及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实际情况，仍需
要加强和完善小麦支持政策。新增补贴
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提高补贴的
导向性。”曹慧说。

河北为何三年未启动小麦托市收购
本报记者 刘 慧

广西崇左：

“双高”基地助推

蔗糖产业更甜蜜
本报记者 童 政

宁夏枸杞天下闻名,但
宁 夏 枸 杞, 也 还 有“ 南 中
宁”、“北惠农”之说。今年，
宁夏惠农枸杞就卖得很火，
淘宝网上惠农的鲜枸杞每
斤能卖到 115 元。

惠 农 县 位 于 宁 夏 北 部
的石嘴山市，大面积耕地处
于荒漠戈壁深处，农民种小
麦玉米收成较低，惠农一直
是宁夏劳务输出的大县。

“如果在自家田里种东
西能致富，谁还愿意外出打
工？”燕子墩乡党委书记吴
广 生 告 诉 记 者 ，早 在 1995
年就有几户农民种枸杞，起
初没引起别人注意。前几
年看这几户农民买车买房，
周围的农民心动了。于是，
乡里开始鼓励农民们大力
种植枸杞，不到 5 年时间，
全乡 3000 多户农民种植枸
杞达 1.2 万多亩。

“据说，宁夏一些地方
生产的枸杞品质特别好，颗
粒 大 ，肉 厚 ⋯⋯”记 者 说 。

“不是粒大的就好。”惠农县
红枸杞专业合作社主任刘
建富打断了记者的话，“我
们这里的枸杞之所以畅销
国内外，是因为与其他地方
相比，日照时间更长、土壤
盐碱性更高、枸杞成熟期更
晚、枸杞含糖量更大、药用成分更多。”刘建富一口气
说了五个“更”字。

听说惠农枸杞的外销形势很好，记者决定去看个
究竟。在惠农陆路口岸，一批枸杞正在装车准备发
往天津港。红枸杞专业合作社生产部经理陈江打开
几包要出口的枸杞说：“去年 10 月，我们作为全国唯
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了法国巴黎 sial 国际食品
展，签下了每年出口几千吨枸杞的订单。你们看，这
些模仿葡萄酒包装的是销往欧美的，这种卡通图案
的 是 发 往 俄 罗 斯 的 ，这 种 与 国 内 包 装 几 乎 相 同 的
是发往韩国和日本的⋯⋯”

记者指着包装袋上的英文说明问道：“这低于
30%是指二氧化硫含量吗？”“是的。”陈江告诉记者，
枸杞出口到欧美市场最重要的关口就是农药残留等
检疫。陈江拿出一个小册子介绍说，他们的枸杞发
货前要经过 3 步检测：第一步是自己按国际标准抽样
检测，第二步是拿到自治区检验检疫局抽检，第三步
是送到苏州欧陆检验检测局进行检测，经过 400 多项
抽样检测，全部达标方可装船发货。

常言道，好货不便宜。不过惠农鲜枸杞一斤卖到
115 元，是否有点高？在惠农县电子商务创业孵化
园，记者看到十几个忙碌的身影。园区经理王婷解
释说：“俗话说‘墙内开花墙外红’，由于惠农枸杞
这两年在国际市场越来越被看好，‘外红’必然带
来‘里热’，加上我们孵化园加强了在淘宝网上的
宣传力度，仅今年上半年在淘宝网上惠农已经售出
1500 多斤鲜枸杞，枸杞干果的销售形势更好，每月
卖掉 10 多吨没问题。”

作为地理标志产品，近几年宁夏对枸杞的品种开
发和产业链延伸下了很大功夫。记者得知，中国农科
院等单位的专家十分看好惠农枸杞，与宁夏科研机
构联合开发的宁杞 7 号将在这里扩种到 5 万亩。

宁夏惠农

：

每斤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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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是否有点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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