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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部获悉，2015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

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经过 5 年的实施，截

至 2020 年底，我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已顺利实现

预期目标，化肥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化肥农药利

用率明显提升，促进种植业高质量发展效果明显。

经科学测算，2020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

作物化肥利用率 40.2%，比 2015年提高 5个百分点；

农药利用率40.6%，比2015年提高4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十三五”期间，各地加快集成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绿色高效技术模式，探索工作机制与服务方式，

为化肥农药用量减少、利用率提升打牢基础。一方

面，投入品结构持续优化。农业农村部开展有机肥

替代化肥行动，推进高效低风险农药替代化学农

药，2020年有机肥施用面积超过5.5亿亩次、比2015

年增加约50%，高效低风险农药占比超过90%。

另一方面，科学施肥用药技术加快推广。大

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配方肥已占三大粮食作

物施用总量的 60%以上；加快推广机械深施、水

肥一体化等先进节肥技术，机械施肥超过 7 亿

亩次、水肥一体化 1.4 亿亩次。大力推进绿色防

控和精准科学用药，及时准确预报病情虫情，推

广高效植保药械，推行达标防治、对症用药、适

时适量用药。2020 年绿色防控面积近 10 亿亩，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 41.5%、比

2015 年提高 18.5 个百分点。全国专业化统防统

治服务组织达到 9.3 万个，三大粮食作物病虫害

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1.9%，比 2015 年提高 8.9

个百分点。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突出重点区域、重点

作物，每年在 300 个县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示范，

在 233 个重点县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在

600 个县建设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

地，在 150 个县开展果菜茶全程绿色防控试点，

同时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百县”创建、绿色防

控示范县创建，集成推广节肥节药技术模式，充

分发挥示范县引领作用，带动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组织开展“百万农民科学用药培训行动”，每

年培训种植大户、植保专业服务组织的技术骨干

和农民带头人 300 多万人，带动小农户提高科学

施肥用药水平。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推出举措，力争到 2025

年化肥农药利用率再提高 3个百分点，推动农业生

产方式全面绿色转型。首先，加强顶层设计。把化

肥农药减量化作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改善环

境质量的重要内容，组织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

任务、重点区域、技术路径、主要措施。其次，依靠

科技支撑。组织开展绿色投入品研发创新，推广应

用新型肥料和高效低风险农药。优化施肥用药模

式，推行定额施肥，集成推广绿色防控模式，构建绿

色种植制度。再次，加大政策扶持。积极争取有关

方面支持，建立健全稳定投入保障机制，持续推进

化肥农药减量化。

化肥农药用量零增长行动目标实现
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达40%以上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云贵高原中段，当

地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既有安南古城、“欲

飞”石刻、盘江铁桥及盘江摩崖群、古驿道、

安谷砖牌坊等历史文化遗迹，又有被誉为

抗 战 生 命 线 的“ 二 十 四 道 拐 ”国 家 抗 战

遗址。

近年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晴隆县大

力发展全域旅游，举全县之力整合旅游资

源，成立了晴隆二十四道拐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不断扩张各项业务板块，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发展旅游为晴隆县带来了勃

勃生机，助力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2020 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晴隆县开

始了新的探索。二十四道拐文化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于 4月份在晴隆普晴林场启动

万亩林下经济项目，探索农旅一体化发展。

目前，该项目种植红托竹荪 2000亩、鸡枞菌

1000 亩、赤松茸 1000 亩、香菇 1000 亩，共计

5000 余亩，预计年产值约 1 亿元，可直接带

动近千人就业、800多个家庭增收。

2020 年 7 月份，该项目首批香菇、鸡枞

菌产品上市，以川、渝、粤为核心的林下菌类

销售网络趋向成熟完善，形成了产、供、销一

体化现代化农旅产业链，助力决胜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

晴隆二十四道拐文化旅游 （集团） 有

限公司还积极吸纳本地大学生，累计安排

31 名本科生、94 名大专生就业。并对阿

妹戚托小镇景区内 96 名移民搬迁人员开

展为期两周的业务技能培训。公司发展旅

游业共直接创造就业机会 1505 个，间接

创造就业机会近 2000 个，累计带动近 400

个家庭就业。

贵州晴隆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农旅一体化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在湖南常德从农业大市走向经济强市的历程

中，烟草业可谓居功至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卷烟工业支撑着全市工业的大半壁江山。曾经有个

说法：烟厂打个喷嚏，整个常德经济就要严重感冒。

此行来到常德采访，记者发现常德的经济结构

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数据显示，2019年常德非烟

工业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首次超过 50%。

2020 年前 3 季度，常德市规模工业增加值逆势增长

3.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1%。“一烟独大”

的局面得到明显改观。

一花独放不是春

多年来，常德的经济总量一直排名湖南省第三，

这其中离不开烟草工业的贡献，但这样的发展模式

也带来隐忧。“一枝独秀不是春”，如何加快非烟工业

发展，改善工业经济结构，是常德市委、市政府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遵循新发展理念，结合自身禀赋及区位条件，

2017 年，常德市委、市政府提出“开放强市、产业立

市”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产业立市三年行动计划，成

立了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指挥部，从推进项目、培

育产业、壮大企业、提升园区、打响品牌、扩大开放等

六个方面发力，做大产业发展规模、促进产业均衡布

局、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我们一手抓传统产业‘老

树开新枝’，一手抓新兴产业‘新芽成大树’，着力打

造生物医药与健康食品、装备制造与军民融合、烟

草、文旅康养四大千亿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新能源、

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格

局向‘多点开花、多极支撑’转变。”常德市委书记周

德睿说。

走进常德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装配车间，

只见一辆辆新能源客车陆续下线，整装待发。公司

副总经理昌景文介绍，2020年上半年尽管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但很快复工复产，全年生产目标顺利

完成。“现在，中车新能源客车‘超级工厂’已经试投

产，达产后可年产 2万台新能源客车。”昌景文说，公

司强大的产业辐射和带动能力，将有力带动本地汽

车配套产业的发展。

2020 年是常德产业立市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

之年。一批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相继落户常德，茁壮

成长，逐步发挥集聚效应，成为常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有力支撑。目前，常德装备制造业与军民融合产

业已突破“千亿大关”，生物医药与健康食品产值也

跨上了千亿门槛，产业格局从“一烟独秀”走向“百花

争艳”，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激发创新原动力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常德的决策者清

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产业立市的目标，不仅要做大规

模，还要提升质量。必须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潮流，坚持创新引领，推动产业升级。

在湖南中联重科建筑起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记者看到，生产线上焊花四溅，各类智能机器人正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塔机智能工

厂，平均每 90分钟生产一条起重臂，110分钟产出

一台塔机。“这是我们增资建设的智能工厂一期工

程，拥有 12 条自动化生产线和 1 万多个传感器、

100多台工业机器人、35台无人搬运小车、16套数

控加工中心等先进设备。目前，公司正在快速推进

二期项目建设。”公司总经理助理梁岱介绍。

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提质增效的利器。与华为

等科技龙头企业合作，常德规划建设了工业互联网

创新中心，赋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计划在 3年内

实现180家企业上“云”，已与21家企业深度对接，成

功孵化金健米业、三金药业、金康光电 3家工业互联

网应用标杆企业。

“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我们每一款产品都

是创新的成果。”湖南响箭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阎军说，公司主攻研发生产智能化的短臂架泵车。

虽然创业时间不长，但凭借深厚的工程机械经验，已

成功研制出全球第一台两桥 38米泵车，刚刚上线全

球第一个五桥 73米泵车。公司还入选工信部“小巨

人企业”名单，产品开始打入国际市场。

环境就是生产力

“产业立市”与“开放强市”相辅相成。3 年来，

常德进一步解放思想，优化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创新开放平台，完善开放体系，发挥驻外产业招

商服务中心作用，努力让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进

得来、留得住。

“面对疫情冲击，我们推出云招商，确保疫情期

间招商引资‘不掉线’‘不打折’。”常德市工信局局长

卢岳介绍，2020 年，全市新引进、新开工、新投产亿

元以上产业项目分别达到 286 个、220 个、150 个，签

约落地 10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5 个。为帮助企业应

对疫情影响，市政府及时出台“稳企十条”等政策，给

予 239家企业用电用气补助 641.2万元，为 54家工业

企业兑现“个性化奖励”2278万元。

为打造便捷高效的服务环境，常德建立了市级

领导“一对一”联系重大产业项目制度，深入开展千

名领导干部结对服务千家企业活动，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中的难题，327个事项实现“一次办”，企业开办

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

“我们切身感受到政府职能部门‘保姆’式的服

务，企业只管撸起袖子发展生产。”湖南飞沃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强度紧固件研

发、制造及提供整体紧固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

企业。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去年公司销售额仍大幅

增长。谈起企业发展历程，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志军

感慨道，公司发展这么快，得益于优质的营商环境，

“市里各个部门都非常关心公司发展，尤其提供了一

系列财政金融政策支持，缓解了公司快速发展带来

的资金紧张局面。在这里发展，令人安心放心”。

环境就是生产力。2019 年，常德营商环境测评

为湖南省第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进一步激发

了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企业稳得住、能发

展，企业家有奔头、有信心，能够放开手脚干事业。

从“一花独放”到“百花争艳”
——湖南常德市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下）

本报记者 刘 麟 王 琳 谢 瑶

1月 16日，旅客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景区冰雪乐园游玩。寒冬腊月，内蒙古额尔古纳

市额尔古纳湿地公园景区冰雪乐园打造的奇趣冰雪雕塑以及数十个萌态十足的雪人，吸引各地游客

前来赏景，感受冰雪魅力，乐享冬日时光。 王 正摄（中经视觉）
奇趣雪雕引客来

（上接第一版）

牵住降碳源头治理“牛鼻子”

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其实很不轻

松。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我国距离实现碳达

峰目标不足 10 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也仅

有 30 年，相比西方国家压力更大、时间更

紧、幅度更大，“十四五”必须迈出坚实步伐。

很多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是一个技术、

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我国是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自我加压、主动作为，要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措施。

目前，关于达峰路径存在两种声音：一

种是“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对碳排放的控

制稍松，在 2030年前达到相对较高的峰值，

然后开始下降；另一种是从“十四五”开始严

格控制碳排放，提高政策和行动力度，在

2030 年前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峰值，然后

开始一个先缓后急的下降。

前者下降的曲线会非常陡。在柴麒敏

看来，采用“先冲高、后骤降”的减排路径，挑

战大，造成的全社会经济损失也大。相对来

讲，后者更为科学。

无论采用哪种路径，“十四五”将直接决

定能否完成2030年前碳达峰。

黄润秋介绍，目前正抓紧制定 2030 年

前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牵住降碳这个源头

治理的“牛鼻子”，将统筹谋划一批推动经

济、能源、产业等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点

任务和重大工程。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我国将明确

地方、行业的达峰目标和实施方案，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同时，也将强化

监督考核，将达峰行动有关工作纳入中央

环保督察。

据了解，碳排放达峰行动的内容还包括

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

发展；全面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行动，大

力发展低碳交通，积极发展绿色建筑，推动

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方式等。

当下，在全国碳市场建设中，牵头承担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建设与运维任

务的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正在增派人手

加大工作力度，以确保完成启动电力行业全

国碳交易运行的各项条件。该中心董事长

曾庆祝告诉记者，经过 6 年多的试点探索，

湖北证明了碳市场是政府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政策工具之

一。让市场发现碳价格这一市场化思维，将

伴随全国碳市场的有效运行落地生根。

实现碳达峰 “十四五”是关键

漫步在福建省厦门市思

明区的筼筜湖畔，放眼望去

是清波荡漾、鹭在水上的和

谐景象。

筼 筜 湖 位 于 厦 门 岛 西

部，三面为繁华市区，一面

临海，水域面积 1.7 平方公

里，绿化面积约 31.5 万平方

米，流域面积 37 平方公里，

是 厦 门 一 张 闪 亮 的 生 态 名

片。而在之前，筼筜湖却是

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污水

横 流 、 湖 水 黑 臭 、 鱼 虾 绝

迹，是人人绕道而行、掩鼻

而过的臭水湖。

筼筜湖保护中心主任魏

道军说：“为了围海造田，之

前这里修建了一条长达 1700

米的海堤，从此筼筜港湾变

成了封闭的内湖。随着经济

的发展，环湖周边的人口和

工厂大量增加，生活污水和

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入湖，破坏了湖区的生态平

衡。”

筼筜湖污染问题引起了

厦门市民的极大关注，厦门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制定

了综合治理方案，开启了筼

筜湖综合治理之路。

经过四期的综合整治，筼筜湖水质

改善成效明显，水体质量持续稳定提升，

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入湖污染物显著

减少。厦门市环保部门监测报告显示，

2019 年湖区水体无机氮、活性磷酸盐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分别大幅下降 49.3%

和 39.6%。近年来，湖区累计发现游泳

生物 63 种，浮游植物 123 种，浮游动物

73种，底栖生物14种。

“正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综合治理与

科学施策，保证了历代整治工程的连续

性与针对性，让筼筜湖湖区生态环境逐

年好转。”魏道军说。

住在筼筜湖附近的市民魏童威指着

荡漾的碧波告诉记者：“以前

都不敢开窗通风，吹进来的

风都是腥臭的。现在不一样

了，我经常和爱人在湖边散

步，享受慢时光。”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厦

门市委市政府也不断探索用

更科学合理的方式管理筼筜

湖。2020 年 5 月 1 日，《厦门

经济特区筼筜湖区保护办

法》正式施行，明确要求“湖

区实施河（湖）长制，各级河

（湖）长负责协调辖区内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生

态修复工作，解决保护和管

理中的重大问题。”

“《保护办法》施行以来，

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为加强湖区的建设和管理提

供了法治保障，实现了由点

到面、由水下到岸上、由管理

到保护、从自管到共治 4 个

方面的转变。”魏道军表示，

从规划与建设、治理与保护

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对筼筜

湖区的保护和管理做出制度

设计，有效保障了筼筜湖区

防洪排涝、生态保护以及文

化、健身、游览、休闲等综合

功能的充分发挥。

如今，为保证筼筜湖水更清、景更美，

第五轮综合治理正如火如荼开展。

“对于新一轮的筼筜湖治理，我们要坚

决落实‘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

活水体、美化环境’的二十字方针，狠抓源

头治理，严控中间减排，落实末端治理，让

水更清、环境更美，让‘城市主客厅’更加赏

心悦目。”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

胡昌升表示。

下一步，厦门将持续推进筼筜湖流域治

理、筼筜湖第二排涝泵站建设、湖区清淤与

生态治理等举措，着力将筼筜湖打造成市中

心的国家生态湿地公园、闹市区的白鹭保护

区以及厦门核心区的“城市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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