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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版“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

广州，清远。两个中心城
区相距不足 60 公里的城市，一
个是华南经济龙头、国家中心
城市，千年商都；另一个是欠发
达的年轻地级城市。数据显
示, 面 积 2.58 倍 于 广 州 的 清
远，人口只有广州的三分之一，
经济总量更是不到广州的 7%。

不过，这一局面正在得到
巨大改观：广东省通过实施珠
三角城市对口帮扶粤东西北欠
发达地区战略，因城施策，确立
了广（州）清（远）一体化发展战
略，促进两地通过产业共建、民
生共享、协调发展，两地正在迈
向一体化背景下的互动发展、
共生共赢。

立秋刚过的岭南仍热浪袭
人，《经济日报》记者来到距广
州中心城区约 60 公里、离清远
市区 20 公里的广州（清远）产
业园。只见推土车轰鸣，泥头
车穿梭，开挖的坑基连片，一排
排厂房已初具规模。不远处，
清远富强汽车配件生产基地的
车间流水线上，工人正在忙碌，
这家企业率先从广州市白云区
转移落户，项目已在试生产。

在园区入口处的一块展示
板上，记者看到，一批国内知名
企业——金发科技、欧派橱柜、
白云电器、立邦、致美斋、海大
集团等都已进驻，而这些企业
70%来自广州。

广州对口帮扶清远指挥部副总指挥、广州（清远）产
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黄伟华向《经济日报》记者
介绍，“一年多来，园区已签约落户企业 80 多个，计划总
投资超过 500 亿元，入园项目已初步形成装备制造与新
材料、汽车整车与零配件、生物医药与食品饮料等三大主
导产业，这批企业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超 1100亿元”。

管理运营这个园区的，是国内开发区建设的标杆
——广州开发区，他们受广州市委托组建帮扶团队。清
远市授权园区管委会行使省辖市一级审批权，采用“充分
授权、封闭运作”的管理模式运行。

“目前，韩国三星投资 70 多亿美元的项目正在洽谈
之中，广州的香雪制药、立白集团等 40 多家企业也在积
极沟通，园区原计划面积已不够用，我们正计划扩园建
设。再过几年，这里将崛起一座产城融合的产业新城，5年
后将再造一个‘清远工业’。”黄伟华称。

广清两地在推进一体化发展和对口帮扶的过程中，
积极谋划在两市交界地带重点打造广清产业园等四个合
作共建的大型产业发展平台，有效拓展两市产业承载空
间，促进两市产业优势互补，确保了广清一体化“落实到
面上”。 （下转第三版）

产业共建

民生共享

广州清远一体化共生共赢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经验交流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
2016 年中央投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专
项资金，将由 2014 年、2015 年的 11 亿元

增加到 13.9 亿元。这意味着，自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型职业农
民”以来，针对“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
这个紧迫而重大的问题，我国正不断加
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力图尽
快从根本上补齐农业人才“短板”。

那么，目前“谁来种地”的情况究竟
如何？怎样补齐农业人才“短板”？

新老农民“混搭”将长期存在

白 T 恤，牛仔裤，脚上蹬一双皮鞋，
39 岁的刘福利手拿一顶草帽从田埂上
走过来，两台拖拉机在他背后的田野上
忙碌。

刘福利是武汉市新洲区新堤村人，
1996 年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做
生意。今年初，刘福利决定回家找机会，
恰好新堤村党支部书记林火旺正在寻找
回乡种地的“能人”。双方一拍即合，刘
福利投入 50 多万元流转了 800 亩地，全
部种上了水稻。

如今，像刘福利这样返乡创业的农

民越来越多。这些回乡能人大多积累了
一定资本，而且种地的思路和模式与传统
农民有明显差别。“过去农民习惯种自己
的几亩地，最多把亲戚朋友的地归拢过来
种，但‘能人’懂政策、懂市场，从机械、种
子到技术，基本是产业化、规模化思路，一
个人就带动一大片。”林火旺说。

在湖南长沙县金井镇，年轻的“农老
板”黄龙名声在外。黄龙早在大学时就开
始小规模租地试验，从湖南农大植保专业
毕业后，回家一口气承包了 1000 多亩
地，还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现在周围
的农民全跟着他种地。

与回乡能人相比，目前新农民的大头
还是本土能人。在乡村，本土能人大多拥
有一技之长，农机手、经纪人、运输户等，
有的还在乡镇或村委会任过职，他们视野
开阔、头脑灵活，善于抓住政策环境和市
场机遇。更重要的是，由于本土本乡的人
脉关系，他们在流转土地、用工、农资购买
等方面显出了熟人社会的优势。安徽怀
远县徐圩乡村民尚跃，一辈子没有离开过
本地，却是全县最大的农场主，领办的农

机专业合作社流转了 1万多亩土地。
由回乡能人、本土能人以及少数企业

家和白领组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开始改变
着中国农业经营格局。据农业部统计，近
几年每年新增土地流转面积达 4000 万
亩，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已超过 33%，家庭
农场近 90 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
140 万家。不过，散小农户仍然占多数。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认为，新老农民
混合种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但随着新型
经营主体的成长，“谁来种地”与“怎样种
地”问题会不断破解。

缺乏懂经营会服务的“多面手”

虽然新农民不断加入，但农业人才
“短板”仍然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因
素。中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常务副校长
刘天金说，农业人才可简单分为科研与实
用两大类，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
离乡等状况来看，目前人才“短板”主要在
农村实用人才方面，比如经营人才、服务
人才等。 （下转第二版）

编者按 “补短板”是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也是中央一

号文件对今年农村工作提出的具体要

求。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尤其是现代

农业发展在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

归根结底，是因为存在着人才支撑、科

技支撑和装备支撑三个方面的“短

板”。农业要发展，就必须探寻农业

“短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补齐农

业“短板”的路径。

摆 脱“ 谁 来 种 地 ”的 困 惑
——农业“补短板”调查（上）

本报记者 瞿长福 李华林

不用去敦煌的任何景点，李艳就能明
显感受到敦煌旅游的“热度”。“最近每趟
列车都加挂三节车厢，趟趟爆满，至少得
提前一星期才能买到票。”李艳是兰州至
敦煌 Y667 次列车的列车长，这趟被命名
为“敦煌号”的品牌旅游列车，成为不少国
内外游客感知敦煌的“第一站”。

数据印证了李艳的感受。7 月后半
月，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接待游客
22 万人次，日均游客接待量达到 1.3 万人
次，8 月 10 日更是突破 2.5 万人次，创下
景区接待游客的纪录。进入 7 月以来，莫
高窟景区为应对超大客流，在 7 月逢单
日、8 月逢双日发售 12000 张应急参观
票，仍然供不应求。

远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小城敦煌，
今年的旅游为何格外火爆？敦煌市旅游
局分析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
下，位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汇中心的敦煌日
渐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热地，特别

是随着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
览会的日益临近，大批游客、客商也齐聚
敦煌。

“丝路文博会会址，非敦煌莫属。”在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眼里，这是一张“国
际通行证”。他借用著名学者季羡林的一
句话来描述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地
位：“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
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
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
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
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2014 年 12 月，举办丝绸之路(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被纳入国家《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
划》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
年 11 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首届丝
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定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在甘肃省敦煌市举办，今后

每年举办一次，敦煌为永久会址。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专门以国际

文化交流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文化平台，
文化部副部长丁伟认为，丝绸之路(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的举办将为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注入文化力量，是沿线国家和地
区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民心相通是开展区域合作的民意基
础和社会基础。”丁伟表示，举办丝绸之路
(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就是为了通过文化
交流凝聚共识，推动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增
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发挥文化先行作
用，更好推动政府间合作深入发展。

为“当好东道主、办好文博会”，自
2015 年 11 月以来，甘肃动员各方力量，
全力推进首届丝绸之路文博会的筹备工
作。近日，《经济日报》记者从敦煌市建设
现场了解到，目前，文博会的场馆和配套
设施建设已基本竣工，敦煌机场新航站楼
将在 8 月底投入使用。丝绸之路文化年

展的国际展区、中国展区、甘肃展区和 19
个专题展的布展正在全面推进，来自世界
各地和国内各省的 8000 多件展品绝大
部分已收集到位。

为精准对接首届丝绸之路文博会，兰
州铁路局自 7 月 1 日起，加开了兰州至敦
煌 Y701/4 次、敦煌至嘉峪关 Y703/2 次
暑期铁路车次。目前，开往敦煌方向的旅
客列车已达到 10 列。同时，甘肃正协调
增加北京、乌鲁木齐、兰州、嘉峪关等城市
至敦煌航线的航班密度。

“客人已不少、饭菜已筹足、客厅已打
扫、车马已备好。”王三运表示，办好首届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实现

“开门红”，对文博会持续举办举足轻重，
“在确保‘开门红’的同时，甘肃也要把今
后几年尤其是明年丝路文博会的举办结
合起来，一起设计、一并统筹、一体推进。
文博会不能只成为会期的文博会，更要成
为‘不落幕’的文博会”。

首届丝路国际文博会 9 月举办，甘肃敦煌吸引世界目光——

丝路古中心 文化新平台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 报 北 京 8 月 23 日 讯 记 者 佘 惠

敏、实习生令狐梅报道：中国科学院今天
宣布，我国“探索一号”科考船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至 8 月 12 日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
者深渊开展了我国首次综合性万米深渊
科考。在此次科考中，我国自主研制的

“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成功进行了一次八
千米级、两次九千米级和两次万米级下潜
应用，最大潜深达 10767 米，创造了我国
无人潜水器的最大下潜及作业深度纪录，
使我国成为继日、美两国之后第三个拥有
研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

本报北京 8 月 23 日讯 记者杜芳报
道：国家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23 日发布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和火星
车外观设计构型图,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将于 2020年实施，一步实现“绕、着、巡”
的目标。不仅要实现环绕火星全球遥感探
测，还要突破火星进入、下降、着陆、巡视、
远距离测控通信等关键技术，真正进入深
空，揭开火星的神秘面纱。

“上天下海”再创新绩

深潜进入万米时代
火 星 车 首 次 亮 相

本报北京 8 月 23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今日表示，截至今年 7 月底，国
家发展改革委公开推介的两批 PPP 项目中，已有 619 个
项目签约，总投资 10019.1亿元。

去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建立了首个国家部委层面
PPP 项目库，第一批向社会公开推介了 1043 个项目、总
投资 1.97 万亿元，第二批公开推介了 1488 个项目、总投
资 2.26万亿元。

其中，在第一批 1043 个 PPP 项目中，因多种因素变
化而不再采用 PPP 模式的项目为 254 个，其余 789 个项
目中已签约 456 个、总投资 8151.7 亿元，占比分别为
57.8%、56.6%。从行业分布看，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市
政、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学校、医院、体育等公共服
务领域。在第二批 PPP 项目中，除部分不再采用 PPP 模
式的项目外，其余项目已签约 163 个、总投资 1867.4 亿
元，占比分别为 16.8%、12.2%。

PPP 项目库签约已逾万亿元
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较集中

上图 中科院“探索一号”科考船。

（资料照片）

右图 这是火星车与着陆巡视器外观设计构型

图。火星车有 4个“大翅膀”——太阳能电池板。

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供图
（新华社发）

165项重大工程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最有力抓手——

搭好台让民间资本唱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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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盛宴，体育营销“钱途”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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