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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前签署命令，授予武警山东省总
队菏泽市支队成武县中队“基层建
设模范中队”荣誉称号。

武警山东省总队菏泽市支队成
武县中队自觉践行强军目标，接力
谋发展、扎实打基础，全面建设不
断发展进步。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
武中先后夺得 26 个第一、创造 11
项纪录，连续 21 年保持军事训练
成绩总评优秀，出色完成抢险救援
等急难险重任务 20 余次，连续 30
多年安全无事故，先后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4 次、三等功 11 次，
连续 20 年被树为基层建设标兵中
队，被表彰为首届全军践行强军目
标标兵单位。为表彰先进，国务院、
中央军委决定，授予武警山东省总
队菏泽市支队成武县中队“基层建
设模范中队”荣誉称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和
武警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向武警成
武县中队学习。学习他们坚决听党
话、跟党走，做到绝对忠诚、绝对
纯洁、绝对可靠；学习他们把战斗
力标准落到实处，持续抓好实战化
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遂行多样化任
务能力；学习他们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保持正规的战备执勤、训
练、工作、生活秩序；学习他们牢
固树立强基固本思想，坚持不懈抓
好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落实，推动强
军目标在基层落地生根。要以他们
为榜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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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丰都县是三峡库区移民大县、国家级贫
困县。虎威镇回龙村处在丰都县城以北海拔 800
米的山上，曾有民谣这样形容当地的贫困：“回
龙是个山旮旯，红苕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白米
饭，只等妇女生娃娃。”

最近几年，回龙村兴起“养牛热”，全村 676
户，家家户户都养牛。靠养牛，这个村子在去年实
现了整村脱贫——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从 2010 年
的不足 2000元增加到 5000多元。

村主任陈德林的“养牛账”

1 月 30 日，下雨，山路泥泞，记者到达回龙
村村委会时已是下午 3时。

不赶巧，村委会主任陈德林刚刚出门。“听说
村民家的牛得病了，老陈跑着就去了。”村委会综
合专干廖江英快人快语，话一说完就拉着记者往
外走，“他一会儿就回来，我们先到村里转转”。

回龙村有养牛传统，但过去多用于耕地犁
田，数量少、品种差。“以前穷，大家守着几亩
山地耕耕种种，一直在温饱线上徘徊。”廖江英
说，村里的养牛业能走到今天，乡亲们心里都记
着陈德林的好。

为啥？老陈可是村里的“牛人”。15 岁就开
始做耕牛买卖，成为镇上第一个个体工商户，专
门为乡亲们买牛卖牛，后来又在村里“第一个吃
螃蟹”，淘劣选优，改良牛种。“自从前年被推选
当了村委会主任，他自家的牛也不养了，村里的
苦活累活抢着干，都把自己当成乡亲们的‘牛’
了！”廖江英说。

看着村里的牛越来越多，乡亲们走上养牛
的致富路，陈德林满心喜悦。这一路走来，他
可没少费心思。2009 年，丰都县开始提倡肉牛
养殖，陈德林在贩牛过程中发现有些镇上引进
了新品种牛，卖价很高。他兴奋地把这个信息
带回村里，没料想却引来老乡们的质疑。

“很多人觉得我就是个‘牛贩子’，鼓励大家改
良品种是为了赚介绍费。”陈德林把委屈吞到肚子
里，自己筹钱引进了 7 头红安格斯牛。第二年，这
批牛产的第一头牛犊卖了 4200 元，把乡亲们震动
了，因为老品种黄牛一头牛犊最多卖 1000 多元。
为了让大家安心，陈德林又专门租了一辆面包车，
拉着几位村民到附近的乡镇考察。

对于村里的养牛业，陈德林有自己的一本
账。“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头老品种黄牛只能卖
300 元左右；90 年代，可以卖 3000 元左右；现在像
红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这样的良种牛，一头能卖

到 1 万多元。”陈德林说，回龙村养牛有底子，可要
想富，就得养好牛，把牛养好。如果每年户均养 5
头良种牛，每头牛利润 3000 元，那么每户人家每
年的养牛收入就能达到 15000元。

如今，牛养好了，陈德林和村里的干部们又
开始琢磨新的发展思路。“乡亲们现在是一家一
户，散养散卖，虽然经济效益也不错，但从长远
看，我觉得还应该让大伙儿抱团发展。”陈德林
说，今年计划成立养牛专业合作社，统一技术，
统一管理，解决大家共性的技术和销售问题。

“我虽然不养牛了，但看着乡亲们一天天富起
来，环境一天天靓起来，心里舒坦啊！”

大户秦光海的“养牛经”

1 月 31 日清晨，天刚麻麻亮，记者来到回龙
村三社社员秦光海的牛棚。此时，他已经把牛棚
打扫得干干净净，正抱起一捆干草喂牛。

“养牛得勤快，牛长得好，咱这日子才过得
好。”秦光海对自家的牛充满感情，“这养牛跟养
孩子是一个道理，牛儿也是需要精心照顾的，夏
怕雨水，冬怕风刮，一日三餐吃什么、吃多少，

都得讲究”。
57 岁的秦光海打小就在村子里放牛，现在是

当 地 有 名 的 养 牛 大 户 ， 乡 亲 们 都 喊 他 “ 牛 状
元”，因为他养牛最多，技术最好，牛的卖价最
高。他家 500 多平方米的牛棚里，喂有 70 多头
红安格斯肉牛。

记者问，养牛的收入怎样？秦光海回头看了
看棚子里吃草的牛儿，笑着说：“去年行情不
错，这个春节要比往年更宽裕些。这不，前两个
月刚出栏卖掉了几十头，收入了 10多万元。”

尽管小时候当过“放牛娃”，但秦光海真正
投身养牛业是在 2008 年。这一年，丰都县出台
了一系列奖励扶持政策，鼓励发展肉牛产业，秦
光海就在自家院子里盖了一间牛舍，养上六七头
牛，随着经验和资金逐渐积累，牛越养越多。

“养这么多牛，不怕价格波动卖不出去吗？”
“不担心，我们产销不愁！”秦光海自豪地介

绍道：“一来，回龙村山高林密，空气好，适合
养牛，出栏的肉牛品质好，很抢手；二来，县里
的龙头企业恒都肉牛公司订单收购我们的肉牛，
加工后卖往全国各地。”

（下转第二版）

家 家 养 牛 户 户 致 富
——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回龙村蹲点采访记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春运已过半 返程现高峰
（详见二版）

图① 村委会主任陈德林在介绍

西门塔尔良种牛。

图② 村民郎仁贵在打扫自家庭

院。他家去年盖了 2层小楼。

图③ 村民秦光海在喂牛。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务工人员大省江西迎来节后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图为2月13日，旅客

在南昌西站排队检票、候车。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种蘑菇，对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的农民朋友来
说是轻车熟路的事情。但如今在廊下镇朱平公路
旁，一座新建的“联中一号”蘑菇工厂，让他们对种
蘑菇有了新概念：以前，一年只种一茬蘑菇，但在蘑
菇工厂里，变身“工人”的农民朋友每 30 天就可采
收 3茬，年产量是传统种植的 20倍；每到周末，还会
有上百名家长和孩子来参观采摘。目前，这座蘑菇
工厂亩产值已达 200 万元，甚至高于上海市郊一些
工业企业的土地产出。

这座蘑菇工厂，被上海金山区区委书记李跃旗
称为“第六产业”项目。“一二三产的融合互动，在国
际上被称为第六产业（1+2+3=6）。”李跃旗告诉记
者，作为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板块，上海金山已经
悄然集聚起一大批类似的第六产业项目，接下来将
成为拉动地区“三农”发展新的增长极，“推动一产

‘接二连三’，创造出更大的附加值，这是第六产业
的内涵，也是金山实践的方向。”

记者注意到，金山三产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
正是上海“第六产业”悄然起步的信号。比如，上海
金山还积极探索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建设了集净菜加工、色拉蔬菜和保鲜蔬菜

加工、冷冻干燥农产品及生态健康食品加工于一体
的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如一个叫“鑫博海”中央
厨房的项目，每天青菜、萝卜、刀豆等农产品源源不
断地被运进来，经过 11 道加工工序后变身为一份
份生鲜半成品，烹饪加工流水线还能生产出各式冷

（热）链盒饭，每天可解决 12万人（次）的吃饭问题。
上海金山“第六产业”样本还有金山开发香草

产业的开心农场、打造健康食品产业园的海亮项
目、加工生产鲜切蔬菜的亚太国际、研发生产各类
冻干食品的舜地食品等。其中，海亮一期项目，将
实现 7.6 万吨生态健康食品生产量，预计实现产值
10亿元。

一产的“接二连三”，既可以三个产业融合互
动，也可以一二产业或一三产业联动。上海市农委
主任孙雷介绍说，上海探索一二产业联动，主要体
现在农产品加工上，一三产业联动则有更多拓展空
间，包括农产品流通、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休闲旅
游、创意农业等。记者注意到，金山区的“第六产
业”探索，已经涉及每个联动领域。

金山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有机融合，
大力开展创意农业设计，以大地农民画为创意元素，
开展水稻彩绘创意设计；以特色瓜果为创意元素，打
造创意水果主题乐园；以传统农民画与西方艺术相结
合为创意元素，开展“3D农民画”等创意活动。

金山以农业产业资源为依托，推进农业与生态

建设、风貌旅游的整合，集中打造了枫泾古镇文化
农业休闲区、吕巷农耕文化农业休闲区、山阳金山
嘴渔村滨海文化农业休闲区，并以交通要道为主
轴，打造了“两横三纵”特色农业产业带。目前，在
上海市教委支持下，投资 1.5 亿元的上海市学生学
农实践基地已在金山廊下镇建成，今后有望形成集
农产品展示交易、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农耕体验、
学生学农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的农业旅游示范区。

在“互联网+”概念兴起之后，金山开始利用“互
联网+”模式，引导农业生产从“生产导向”向“消费
导向”转变，充分利用农商对接、农超对接、农标对
接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农产品直销。加强物流
产业发展，推进物联网建设，有效服务“第六产业”
产品流通。

在李跃旗看来，“第六产业”正在金山蓬勃发展
预示了上海农业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在土地资
源日益紧缺的当下，大力发展“第六产业”，意味着
提高土地产出、增加综合效益、促进环境友好，上海
农民收入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拥有薪金、租金、
股金、养老金等的“多金农民”将越来越多。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在服务农业、农产品期
货交易、农村产权交易等领域，上海也大有可为。”
孙雷表示，上海发展“第六产业”正逢其时，拥有市
场、科技、人才、资本等各种优势，可以为农业和农
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更美好的前景。

上海市金山区——

三产融合促农业脱胎换骨
本报记者 吴 凯 李治国

本报讯 记者郁进东报道：近日，浙江省宁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
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推进实体经济稳增促调的若干意见》，
35 条含金量高、针对性强、力度大的一揽子减负政策，将惠及宁波实
体经济发展。

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子跃表示，这次出台的 35 条政策突出了
“六个降低”，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社会
保险费率、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价格、降低物流
成本等。其中，在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方面，主要措施有“落实税收优惠
政策”“取消、免 （停） 征、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部分企业
稳增促调政策补助”“降低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清理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等。同时，宁波还建立稳增促调专项资金，
专门用于企业转型升级补助，比如把市级部门设定的证明、盖章等审批
前置条件和材料一律取消，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费“减半”收取。

近年来，宁波努力创新制度环境，加大企业减负力度。2013 年至
2015 年，共减免涉企税费 344 亿元。这次出台的为企业减负一揽子政
策，涉及资金总额度近 200 亿元，其中今年新增政策减负 50 亿元。宁
波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主要考虑了“五大
原则”：一是国家、省出台的减负政策坚决执行到位；二是宁波有权力
减负的，通过免、减、返等方式，做到全覆盖；三是对受惠企业有明确
清晰的界定；四是制定完善财政资金平衡的方案；五是宁波市、县

（市）、区统一思想、统一执行。
宁波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算了一笔账，按照宁波出台的 35 项减

负政策，单从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降低水电气等要素价格、降低土地使
用税率等几方面计算，2016 年他们能得到至少 1830 万元的减免。海天
集团董事长张静章说，眼下市场不景气，企业负担重，政府出台政策相
助，真是利好消息，很多时候，企业并不在意减免了多少钱，而是看到
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和支持，给予了企业家发展的信心。

宁波出台35条企业减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