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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的建立，挽救了一个个像我们这样
的传统小产业。”国家大麦青稞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京，从事大麦
育种研究已有 30 多年。产业技术体
系成立之前，全国研究大麦青稞的一
共才 30 多人，人均科研经费不足 2 万
元，而现在，整个产业每年有 2000 多
万元的科研经费，从事大麦青稞研究
的专家也增加到了 200 多人。“产业
虽小却很独特，给点阳光就能灿烂，
对农民影响也很大。”张京说。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
农业部、财政部实施的农业重大管理
创新，也是推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改
革的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为抓手，各地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从南国水乡到北疆牧场，从
东部沿海到西域高原，一幅中国现代
农业发展的壮丽画卷渐次展开。

产业体系：

从种养为主到“六次产业”

体验葫芦烙画、认养古梨树、品
尝农家饭⋯⋯入夏以来，每天前往北
京大兴庞各庄镇梨花村的市民络绎
不绝，体验着难得的田园乐趣。梨花
村是京郊有名的梨树专业村。最近
两年，梨花村把传统果业对接农产品
加工业和休闲农业后，“北京最美乡
村”的招牌更亮眼了。

“普通梨在地头卖掉，每斤不过
几元钱；如果加工成梨花酒、老北京
梨汤出售，利润就会翻番；再如果是
有品牌、有机种植或者质量可追溯的
梨，身价会大大提高。在瓜果飘香的
季节，城里人来赏景、采摘、吃农家
菜，农民收入就更不一样了。”梨花村

党支部书记张俊臣说，村集体从农户
手中流转了 1700 亩土地，建立了出
口梨加工基地和设施农业观光园，村
民每年底能拿到股金分红。

“2015 年，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超过 60%，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卖原
字号农产品进入到卖制成品的新阶
段。”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局长宗锦
耀分析，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与市
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去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
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眼下，各地开始出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势头，成为农业的新增
长点。在城镇郊区发展观光农业、
都市农业；在主要农区，发展高端
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基地。不少
地方，农业已不是传统种养业，而
是 融 合 了 一 二 三 产 业 的 “ 六 次 产

业”。“六次产业”是个形象说法，
因“1+2+3”等于 6、“1×2×3”也
等于 6 而得名。即鼓励农民不仅从
事第一产业 （传统种养业），还要从
事第二产业 （农产品加工） 以及第
三产业 （休闲农业和农产品流通）。
业内认为，其充分挖掘了农业的生
产、生态、生活功能。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是产业横向拓展和纵
向延伸的有机统一，重点解决农业
资源要素配置和农产品供给效率问
题。当前推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改革，就是要通过优化调整农业
结 构 ， 充 分 发 挥 各 地 资 源 比 较 优
势 ， 促 进 粮 经 饲 统 筹 、 农 牧 渔 结
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在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改革中，有关部门重点强调了利益联
结机制。 （下转第三版）

在希望的田野上展开新画卷
——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北京 8 月 12 日讯 记者林

火灿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
2016 年 7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数据显示，7 月份，我国部分经济指标
增速有所放缓，但国民经济运行仍处
在合理区间。

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0%，增
速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与上年
同期持平；环比增长 0.52%，比上月加
快 0.02 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前 7 个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311694 亿元，同比增长 8.1%，增速比
上半年回落 0.9个百分点。

7 月 份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6827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2%，增
速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比上年
同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9.8%）。前 7 个月,全国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7.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
示，尽管 7 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放
缓，出现了一些波动，但经济运行仍在
合理区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大势没有改变。

（详见第五版）

7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

部分指标增速放缓 稳中向好大势未变

7 月份经济数据出炉，一些看点

值得关注。尤其是第三产业和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凸显结构性

改革加力和新动力不断蓄积，呈现

出令人期待的可喜变化。

总的来看，当前国内外经济仍

处于深度调整之中，期待经济运行

陡然出现大的转机，并不现实。以

固定资产投资为例，今年 1 月至 7 月

增速持续放缓，与当前经济运行基

本 态 势 相 吻 合 ，应 是 意 料 之 中 的

事。但大势之中蕴含的积极变化，

却不容小觑。

从投资的产业结构看，第一产

业 投 资 933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6% ；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122996 亿

元 ， 增 长 3.5% ； 第 三 产 业 投 资

179362 亿元，增长 10.8%。一、三

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无论是投资总

额还是增长速度，第三产业都大大

高于转型升级任务繁重的第二产

业，说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

在持续加力：一方面，加大力度做

好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

业”的“减法”，主动抑制盲目扩

张冲动，必然导致第二产业投资增

速放缓；另一方面，努力做好“补

短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

科技创新的“加法”，必然带动有

效供给的增加和新动力的生成。

7 月份高技术产业和基础设施

扩张态势，更加充分地印证了上述

判断。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投资 1

至 7 月同比增长 14.2%，比 1 至 6 月份

加快 1.1 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增速

快 6.1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 1 至 7

月份同比增长 19.6%。高技术产业

和基础设施投资双双较快增长，正

是我们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乐见的

积极成果。

进一步分析，7 月份经济监测先

行指标也与良好的市场预期契合。

从制造业看，尽管 7 月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 PMI比上月下降 0.1个百分

点，但高技术制造业却表现十分抢

眼，其 PMI 为 53.2%，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的新高。与此

同时，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也表现

不俗，为 55.3%，比上月提高 1.9 个百

分点，表明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有

所增强。从非制造业看，7月份，非制

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9%，比上月

上升 0.2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

表明我国非制造业稳中向好，增速继

续加快，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继续

看好。

从 7 月份统计数据折射出的经

济表现，我们既可看到高技术制造

业在结构转型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

增强，又可看到服务业发展持续向

好，这不能不说是新动力带来的新

变化。

新 动 力 带 来 新 变 化
平 言

（更多报道见第四版）

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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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领域结构性改革取得瞩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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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减 支出增 财政发力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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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张继科包揽乒乓球男单冠亚军

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马龙庆祝夺冠。当日，在 2016 年里约奥

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龙以 4 比 0 战胜同胞张继

科，获得金牌。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本报北京 8 月 12 日讯 记者
崔文苑报道：财政部今天发布数
据显示，2015 年我国政府采购规
模为 21070.5 亿元，首次突破 2
万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3765.2 亿
元，增长 21.8%；占全国财政支
出和 GDP 的比重分别达到 12%和
3.1%。

从政府采购结构来看，2015

年，货物类、工程类和服务类采购
金额分别为 6571.4 亿元、11155.2
亿元和 3343.9 亿元，占全国政府
采购规模的比重分别为 31.2%、
52.9%和 15.9%。随着各地政府购
买服务工作的推进，服务类采购大
幅增长，较上年增加 1409.7 亿元，
增长 72.9%，占政府采购规模的比
重明显上升。

我国政府采购规模首次突破 2 万亿元
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达 12%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乘着北京服务
业扩大开放的“东风”，“工业强区”北京顺义，又
一次抓住机遇，全力由工业强区向服务业新区
转型。日前，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
范区推介活动在顺义举办，中国航空器材进出
口有限责任公司航材共享等 4 个项目正式签约
落地顺义。顺义由此驶入服务业扩大开放、优
势产业加速聚集的快车道。

2015 年 5 月 5 日，经国务院批复，北京成为
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今年
5 月 26 日，顺义正式成为北京创建综合试点示
范区，以天竺综保区、临空经济核心区和中关村
顺义园三大功能平台为依托，重点在航空服务、
跨境电子商务、文化贸易、金融服务、汽车服务、
生物医药六大产业率先取得突破。

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谭克坚告诉记者，他们主要从事航空服务业，
这次签约的航材共享项目是一种全新的业务模
式，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创新进行支持。选择在
天竺综保区搭建航材共享平台公司，是期待能
享受各项创新政策。

与中航材一样，青丘万乘文化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也决定在位于综保区内的国家对外文
化贸易基地落地，从事动画、特效电影制作。公
司 CEO 姜晓燕告诉记者，“特效制作需要采用
尖端的设备，把 50%至 80%制作业务放在这
里，看重的是税收优惠、贸易和技术的补贴”。

顺义曾有“京郊粮仓”之誉。近些年，依托
首都机场，顺义发展航空、物流、会展、高科技制
造业，形成以临空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多
点支撑的经济格局，发展成为北京工业强区。
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及非首都核心功能疏
解，如今，顺义服务业得以快速发展。去年全区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8.4%，超过工业
占比。新批服务业项目吸引合同外资占全区吸
引合同外资 90%以上。

“服务业扩大开放是顺义经济转型发展的
重大机遇。”顺义区委书记王刚告诉记者，顺义本来就是临空经济示范区、
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正在申请中国 2025 智能制造示范区，再加上服务
业扩大开放的新政策，形成政策叠加，对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我们
将在经济继续增长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探索一条产业转型
升级之路！”

目前，顺义正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
北京国际科技贸易基地等产业平台，聚焦航空服务、智能新能源汽车、科技
服务等七大服务领域，提出38项试点政策，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集群。

顺义力争经过 2 年实践，提升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水平，巩固和提升临
空经济、智能新能源汽车、文化创意等区域特色产业的优势地位，培养和
引进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产业和企业的聚集区，力争全区服务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达到 60%以上，服务业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65%
以上。

借开放

﹃
东风

﹄
谋产业转型

北京顺义驶入服务业聚集发展快车道

（（详见第六版详见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