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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气温上升，位于赣抚平原的江西南
昌县武阳镇朱坊村，稻浪千重，长势喜人。晌午时
分，朱坊村村民朱小龙站在田埂上，看着稻田上空
来回喷洒农药的无人机，黝黑的脸庞上挂着开心的
笑容，“今年，国家加大了粮食种植补贴，政府又为
我们建设了高标准农田，提高了水稻政策性保险，
帮助我们降低了规模化经营的风险，我们这些‘现
代农民’当得可越来越有滋味。”

江西自古就是鱼米之乡，素有“江南粮仓”之
称，稻米产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今年以来，江
西省坚定不移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千方百计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全力以赴抓好农业生产，确保粮食播
种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长”。近日，经国家统计局
初步核定，江西省早稻种植面积1826.3万亩，比上
年增加182.5万亩，占全国早稻总播种面积的四分
之一，超额完成国家目标任务。

“扩大粮食生产面积的前提，是要激发农民扩
种的积极性，让农民有钱赚、愿意干。”江西省农业
农村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为稳定农民种粮收益，江
西积极抓好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落地。全省累计
安排惠农政策资金15.6亿元用于扶持早稻生产。

江西省通过统筹安排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稻谷补贴、早稻轮作等政策措施，集
中支持早稻生产。同时，要求各市、县、乡追加奖补
政策，抓住关键引导性环节，因地制宜进行土地翻
耕、物化投入补贴，对易受灾地块进行保险政策支
持，较大程度保障了农民种粮收益。

在产粮大市宜春高安市，伍桥镇白土村村民权
正龙去年流转土地860多亩，今年他将早稻种植面
积扩大到1380多亩。权正龙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今年仅早稻种植预计能享受各项补贴二三十万
元。在南昌县蒋巷镇联圩村，种粮大户刘献武同样
告诉记者：“今年水稻保险每亩保额从400元提至
700元，目前种一亩单季水稻成本在六七百元，保额
提高后基本能覆盖成本。”

一系列惠农政策落到了种粮人的心坎上，极大
地激发了农民特别是种粮大户的扩种积极性。仅
在高安市，种植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就由去年的
910户增长至今年的1917户，同比增加110.6%，种
粮大户的早稻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1.2万亩增长至
今年的25.6万亩，同比增加128.5%。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科技、信息、资
金、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植入农业产业链的保
障体系，成为江西确保粮食产量稳定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不足问题日益凸显。以宜
春市袁州区新田镇杨芽村为例，今年村里的早稻任务是2747亩，分解到各村民小
组后，仍有250亩的种粮缺口。该区大力推进社会化服务，将300台种粮机械设备
分配到各个乡镇，并成立10个服务指导小组，分片包干，下到田间地头指导早稻生
产。同时，通过积极调动基层党员干部和合作社，推行代耕代种。“我们5个村干部
每人主动认领50亩，农业部门全程免费技术指导。”新田镇杨芽村党支部书记吴月
文介绍。

今年以来，江西积极推动乡、村两级认领兜底，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统一代种，
做到“应种尽种、能种即种”，有效应对抛荒撂荒问题。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有效应对用工紧张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今年早稻生产中，江西全
省代耕服务面积443.7万亩，代育秧和代插秧面积68.7万亩。 （下转第二版）

江
西
确
保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和
产
量
﹃
双
增
长
﹄—

—

﹃
江
南
粮
仓
﹄
成
色
足

本
报
记
者

赖
永
峰

刘

兴

A股上市公司长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已收到证券监管
部门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截至6月23日，今年以来已
有香溢融通、长城动漫、ST康美、*ST凯
迪、新纶科技、金刚玻璃、*ST巴士、华
信退等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被处罚。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今后
将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财务造
假等恶性违法违规保持“零容忍”。

加强制度建设

经过30年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
市场建设在顶层设计、完善基础制度、
强化监管效能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新修订的《证券法》已于3月1日正
式施行，其中大幅增加了对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会计法》对会
计审计业务作出了严格要求，据悉正在
修订中的《刑法》也将大幅提高证券期
货犯罪的刑期上限和罚金标准。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
50多个有关证券方面的司法解释和政
策性文件。2019年以来，证监会推进
《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修改和《期货
法》制定工作。2019年，证监会出台规
章10件、规范性文件23件。

净化资本市场是一场持久战，要
做到“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要
从基础性制度改革入手。以治理财务
造假为例，监管部门在注册制改革框
架下，严格落实信息披露监管原则，
督促上市公司真实、彻底、完整地披
露信息。此外，还要通过完善信息披
露、发行、退市等基础制度，着力增
强交易的便利性、市场的流动性和市
场活跃度。

近年来，A股先后纳入海外知名指

数，通过推动互联互通、金融牌照开放
等举措，引入更多外资投资者、机构投
资者，A股长期以来形成的散户化、盲
目化、投机化特征正在逐渐改变，中长
期资金开展价值投资的制度体系加快
形成。

违法违规“露头”就打

6月17日，金亚科技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股票终止上市复核决定
书》，并于6月18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
交易，这是A股近3年来因涉嫌欺诈发
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重大违法行为
被强制退市的又一案例。

随着试点注册制改革、退市制度常
态化以及其他一系列资本市场基础性
制度的完善，违法违规的成本将更高，
对相关市场主体的处罚力度将更大。
证监会统计显示，2019年以来，证监会
严厉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已累计对

22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立案调查，
对18起典型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向公
安机关移送财务造假涉嫌犯罪案件
6起。

针对近期个别中概股涉嫌财务造
假事件，证券监管部门加强与国外监管
同行的合作。在共同查处上市公司财
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方面，认真履行
跨境监管合作义务，按照国际组织的多
边执法合作安排对外提供执法协助，共
同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

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要继续探
索完善“有奖举报”制度，将其作为净化
资本市场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积极发
挥社会力量监督，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
加入资本市场的生态净化过程中；另一
方面，可适当培养市场化做空力量，让
这些资本市场的“啄木鸟”帮助投资者
发现问题公司。

（下转第三版）

完善基础制度 净化资本市场
——“走向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资本市场”系列述评之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本报北京6月27日讯 记者曾诗
阳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端午假期，各
地坚持疫情防控为先，严守安全底线，
全国假日旅游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
序。6月25日至27日，全国累计接待
国内游客4880.9万人次，累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122.8亿元，未发生重大涉
旅安全事故和重大投诉案件。

为保障游客健康、安全出游，各地
坚持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守景区接
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30%的底
线，通过实施分时预约和承载量精细化
管理，严防景区客流超载和人员聚集。

预约旅游成为景区管理的刚性要求，
“出游必预约，无约不出游”已经成为游
客普遍接受的理念。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各地推出黄河风情水韵游、追寻红色信
仰游、户外露营体验游等主题线路产
品，出台多项利民惠民措施，满足游客
多元化假日旅游需求。红色旅游、乡村
旅游、生态旅游、“文化遗产+旅游”和
旅游民宿成为假日旅游热点，自驾游、
亲子游、家庭游持续升温，夜间旅游活
动增多，成为新亮点。

（更多报道见四版）

端午假期实现旅游收入122.8亿元
接待国内游客4880万人次

本报北京6月27日讯 记者齐
慧 李琛奇报道：由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承建的穿越世界规模最大的黄土塬隧
道27日贯通。至此，银西铁路主体工
程完工，预计2020年底建成通车。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项目部经理魏
绍刚介绍，银西铁路建成通车后，银川
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14
小时缩短为3小时左右，将对加快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宁夏内陆经济开
放试验区开发开放和陕甘宁革命老区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银西铁路经过毛乌素沙漠边缘，由

南向北穿越有“天下黄土第一塬”之称
的世界规模最大黄土塬——董志塬，是
国内首条修建在黄土层最长段落的有
砟高速铁路。董志塬黄土厚度深达数
百米，地下水潜水径流，并以孔隙潜水
广泛分布于中更新黏质黄土地层中，地
质复杂，极易渗水坍塌。面对各种困
难，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项目部成立技术
小组，联合设计、监理单位及有关专家
联合攻关，反复论证，逐个击破，在建设
过程中取得多项创新成果，填补了国内
外隧道修建技术的6项空白，提升了我
国铁路隧道整体修建水平。

穿行贵州，从磅礴的乌蒙山到奔流
的赤水河，从风景秀美的万峰林到波光
粼粼的小七孔风景区……天蓝、山绿、
水清，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画
卷生动铺展。近年来，贵州把生态保护
放到重要位置，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实施大生态战
略行动，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筑牢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

贵州的绿色生态家底，既是大自然
的馈赠，更是贵州各族人民久久为功的
保护成效。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贵州实施100多项生态
文明制度改革，实现多个全国“率先”。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贵州正以制度利器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绿色屏障建设方面，率先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开展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试点，建立长江经济带首个跨
省域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磷
化工企业“以渣定产”，全流域取缔网箱
养鱼；生态评价考核方面，率先出台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开展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和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生态产
业发展方面，开展生态旅游资源大普查
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司法保障方
面，出台生态文明促进条例，将河长制
纳入水资源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大方县大山乡光华村老支书罗光
贤2014年有了“河长”头衔。流过家门
口的赤水河支流格里河，过去开矿、炸
鱼、滥用农药。罗光贤邀请沿河20多
个村支书当上了民间“河长”，在“河长”
们严格监管下，格里河变清亮了，水质
明显好转。

贵州省委、省政府将河长制作为
“一把手”工程推进各项工作，同时将其

作为助推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和大生态战略行动的需要，写入了《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
率先建立起从省到村的五级河长制、首
创从省到乡四级“双总河长”……目前
贵州省4697条河流设“河长”22755名。

在贵州山区，生态红利提升了百姓
的获得感。石阡县石漠化极为严重，也
是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但通过长
期保护和修复，2019年该县森林覆盖
率达到69.29%。将生态治理与区域发
展相结合，石阡县做足“山、水、茶、城、
游”等生态产业文章，使绿色产业发展
与脱贫攻坚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生态保护与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任务，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
要基础。通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贵州不断推动生态保护与修复。贵
州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
看”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改，持续推进蓝天保卫、碧水保卫、净土
保卫、固体废物治理、乡村环境整治等
标志性战役和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开展
生态保护红线评估优化工作，推进国家
储备林建设，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三
年攻坚”；深入实施生态扶贫十大工程，
推进乌蒙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和“兴地惠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
惠及6万多贫困人口。

贵州坚持将“保护”进行到底，加快
推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不断把
生态红利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红利，促
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
赢。数据显示，2019年，贵州省县城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98.3%，
森林覆盖率58.5%，地表水水质状况总
体优良；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
居全国第一；完成营造林520万亩,治
理石漠化 1006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
2720平方公里。

推行100多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实现多个全国“率先”——

多彩贵州认真答好生态答卷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银西铁路主体工程完工
穿越世界规模最大的黄土塬

6 月 26 日，上海自贸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日前
通过竣工综合验收后的上
海天文馆上空云雾缭绕。

上海天文馆 2016 年
动 工 建 设 ，建 筑 面 积
38164 平方米，包括一幢
主体建筑和青少年观测基
地、大众天文台、魔力太阳
塔等附属建筑，目前进入
展览展示的深化设计与装
饰施工关键阶段，计划明
年择期开馆，届时将成为
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天
文馆。

计海新摄
（中经视觉）

全球最大天文馆
通过竣工综合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