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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的凉

亭为武汉园博园

增添了韵味。

武汉园博园武汉园博园：：垃圾场变身生态景观带垃圾场变身生态景观带
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

林博览会日前闭幕。武汉园博园

作为城市景观永久保留。初夏时

节，园博园内依旧繁花似锦。从

北门穿过花溪谷，拾级而上登顶

荆山，人们漫步在园林之中，享

受着绿意、享受着鲜花。良好的

生态环境让生命与自然更加和

谐。而谁又能想到，眼前的美景

是建在一座垃圾填埋场上！

武汉园博会以“生态园博，

绿色生活”为主题，着力打造山

水融合的生态景区。武汉首创选

址生活垃圾填埋场，利用园林方

式改善当地环境，在不足两年的

时间内完成垃圾场生态修复。昔

日脏乱差的垃圾场，已变成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的生态景观带。

周边社区10多万居民感受到了变

化，他们对“园博人”的新身份

充满骄傲。

据 悉 ， 武 汉 园 博 会 通 过

“北掇山、南理水、中织补”等

手法，构建山水“十”字双轴，

打造“荆山”“楚水”两大生态景

区，展会期间共吸引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诸多城市参展，形成大

小景点 400 多个，汇聚成 117 个

展园。园博会从申办、选址到

设计、建设再到管理、开放，

都为绿色发展理念作出生动的

诠释。

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郭贤乐摄影报道

▼武汉园博园鲜花盛开。

◀游客在园

博 园 内 翩 翩 起

舞。

▲自去年 9月开幕以来，占地 213公顷的武汉园博园累计接待中外游客 240多万人次。

近年来，供销合作社始终坚持为
农服务宗旨，始终坚持为农、务农、姓
农，紧紧围绕解决农业农村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作出了积极探索，取得
了明显成效。近日，《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
书记、理事会主任王侠。

记者：供销社在推进综合改革方

面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王侠：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
村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推进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坚持为农服务的宗
旨，按照政事分开、社企分开的方向，
打造同农民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为农
服务功能更加完备、市场化运行更加
高效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这对全
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既是鼓舞，更是
鞭策。

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
决定》正式印发，明确要求供销合作
社加快推进综合改革。一年多来，供
销社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并取得了初
步成效，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提升，
去年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 4.3 万亿
元，利润 381.9 亿元，分别比 2012 年
增加了 1.7 万亿元和 120 亿元，年均
增速分别达到 18.5%和 13.5%；服务
能力提升，从传统的“供”和“销”这

“一条线”，拓展到了农民生产生活服
务的“一个面”；发展活力提升，一些
地方供销合作社优化机构设置，提高
运行效能，强化了市场化运营和为农
服务功能；基层基础得到加强，近 3
年时间里恢复发展 8664 个基层社，
总数达到 2.8 万家，比 2012 年增加了
45%，县及县以下销售额占全系统的
比重提升到 72%以上。

特别是国务院批复的河北、山
东、浙江、广东 4 个综合改革试点省
份，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基层组织改

造、联合社治理结构等方面，已经取得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记者：供销社如何提升农村社会

化服务水平？

王侠：供销合作社长期扎根农
村，贴近农民，了解农业，是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骨干力量。新形势新阶段，
供销社要把为农服务资源整合好利
用好，充分发挥为农服务合作经济组
织的优势，在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大力推广土地托管服务等
模式。土地托管后，在不改变土地承
包关系的基础上，放活了经营权，推
动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农民
还可以进城打工挣钱，真正让农民吃
上了“定心丸”。通过代种代耕、统
防统治、烘干收储等托管服务，小
麦、玉米平均每亩节支增收400元左
右，经济作物还要更高。2016 年，
供销社系统力争新增土地托管、代耕
代种等服务面积 5000 万亩，总量达
到1亿亩。

二是强化社有企业服务供给能
力。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
快推进农资、棉花、再生资源等传统
企业转型升级，创新经营服务方式和
商业模式，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服务供
给。增强社有企业经营服务网络的
承载功能，提升服务供给质量和效
率，提供更加切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的生产服务。

三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是习总书记强
调的农村发展三大任务之一。供销
合作社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帮助地方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
产品就地转化增值，让农民在家门口
就能分享农业增值收益。比如，湖南
省茶业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化模式，建立 57 万亩优质

茶园基地，通过参控股、包销、返利等
方式，与 35 万户茶农结成紧密利益
联系，实行保护价收购，每户茶农年
均增收 6500 元。安徽潜山供销社推
动当地瓜蒌子产业发展，全县瓜蒌子
种植农户 6000 多户，瓜蒌子产业已
经成为该县第一大农业产业。

记者：流通环节是供销社系统的

传统长项，如何提升现代流通服务水

平，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

王侠：当前，城乡居民的需求日
益多元化，农村市场格局在不断发生
变化，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不断
加快，新旧矛盾的相互交织，使得供
销合作社的发展遇到了很大挑战，传
统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
继。供销社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和发
展活力，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壮大为农
服务综合实力。

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农产
品电子商务。加快完善“供销 e 家”
电商平台功能，发挥平台的引领带动
和资源整合作用，构建全国供销“一
张网”。加快基层经营服务网点信息
化改造，完善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
设，提升物流、服务、体验、质量追溯
等功能，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和农产品进城“最先一公里”。

提升农产品流通水平。在重要
农产品主产区、主销区和物流中心节
点地区，以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
公司为抓手，以系统内大中型骨干农
产品批发市场为龙头，在重点实施省
份新建一批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
同功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全
系统农产品市场总数达 1100家。

积极推进与新型经营主体有效
对接。发挥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优
势，为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提供信息、营销、技术、农产品加
工储运等服务。

进一步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侠

本报记者 常 理

□ 供销合作社推进综合改革成效明显：经济实力提升、服务

能力提升、发展活力提升、基层基础得到加强

□ 供销社要把为农服务资源整合好利用好，充分发挥为农服

务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