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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按照中央要求，今

年会同财政部继续推进耕地休耕轮作工作，坚持轮

作为主、休耕为辅，实施规模超过 4000万亩，比上年

增加1000多万亩。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健

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负

责人表示，今年将重点在东北地区推行薯类、杂粮杂

豆与玉米轮作模式，扩大玉米种植；在长江流域推行

稻油、稻稻油轮作等模式，巩固双季稻生产的同时，

开发冬闲田发展冬油菜，提升油料供给保障能力。

耕地休耕轮作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的重要举

措。对拥有 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耕地是最宝贵的

资源，也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国先天不足的农

业资源禀赋，超多人口的粮食供给压力，使得耕地水

资源超强度利用，资源环境亮起了“红灯”。实施耕

地休耕轮作制度，是主动应对生态资源压力、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

2016 年，国家率先在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

错区开展轮作试点，在河北地下水漏斗区、湖南重

金属污染区和西南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休

耕试点，先期启动 616 万亩耕地休耕轮作试点，此

后轮作休耕面积稳步扩大。据统计，实施 5 年来，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200 多亿元，实施面积超过 1 亿

亩次。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休耕轮作实施 5年来，取得

了三方面阶段性成效。一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用地养地相结合的绿色种植制度。二是坚持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探索了农产品供给的动态调

节机制。针对市场需求和供给形势，推行合理的轮

作模式，减少过剩的农产品，增加供应偏紧的农产

品。三是形成了多种可复制可推广的补偿机制、技

术模式和组织方式，为制度化、常态化轮作休耕打好

了基础。

在河北，农业用水是社会总用水的大头，冬小麦

灌溉又是农业用水的大头。河北省农科院旱作农业

研究所研究员刘贵波说，近年来，试点地区把小麦、

玉米一年两熟改为早播玉米一年一熟，实现一季（小

麦）休耕、一季（玉米）雨养，这实际上是变对抗性种

植为适应性种植。可以充分利用玉米雨热同期的优

势，减少地下水的开采。同时，通过休耕小麦，使得土壤中的氮、磷、钾以及有机质

含量提升。

江苏省是率先自主开展省级耕地休耕轮作制度试点的地区。2016年起，江苏

省财政专项安排 5000万元用于试点，选择在沿江及苏南等小麦赤霉病易发重发地

区、丘陵岗地等土壤地力贫瘠化地区、沿海滩涂等土壤盐渍化严重地区先行先试。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效果非常好，特别是在冬季培肥和轮作换

茬过程中，不种小麦，种了绿肥油菜、豆科植物，提升了地力，促进了休闲农业的

发展。

如何确保休耕轮作顺利推进？农业农村部要求，耕地休耕轮作制度，要以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一方面，巩固提升产能，保障粮食安全。

对休耕地采取保护性措施，休耕期间采取土壤改良、培肥地力、污染修复等措施，同

时加强对休耕地监管，禁止弃耕、严禁废耕。另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稳定农民收

益。鼓励农民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强化政策扶

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对承担轮作休耕任务农户的原有种植作物收益和土地管护

投入给予必要补助。

目前，农业农村部正会同财政部制定 2021 年休耕轮作工作方案，将于近期印

发，指导各地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措施，将轮作休耕任务落实到户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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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车龄的延长及保有量的增长，

驱动汽车后市场高速发展，成为汽车产

业的新增长点。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0 年我国汽车后市场实现

交易额超1万亿元。

汽车后市场各板块均持续复苏，二

手车交易量有序回升，汽车改装、报废

机动车回收稳定增长，共享出行、充电

设施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全行业数字

化迭代升级速度明显加快。

“汽车后市场正开启数字化变革的

步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行业发展部

主任田甜表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汽车行业营销和服务格局将被颠

覆，围绕消费者的数据变革和体验升级

将更加重要。

维保及再售线上化率大增

通过手机在京东 APP 下单正品汽

配零件或维保套餐，约好时间到离家最

近的京东京车会门店给爱车维保，已经

成为北京车主张霆的习惯性选择。他

告诉记者，便捷规范、性价比高是自己

选择京东京车会的主要原因。

京东京车会负责人唐勇表示，京车

会借助系统化、体系化、规范化的标准

体系，以及京东数智化供应链带来的低

价格与高效率，迅速打开市场。目前，

累计上线门店超过 1200 家，服务线上

用户数超100万。

除了数字化智能服务店，汽车维保

赛道上还涌入了如途虎养车等专攻汽

车后市场的玩家，这些被资本和技术加

持的新势力，在提升行业整体线上化率

的同时，也给传统的 4S 店和独立汽修

店造成了极大压力。

传统车企也开始在售后领域发力，

推进数字化基础服务布局。据德勤预

测，国内汽车维保线上化率从2019年至

2025年将维持年化超过22%的增速。

除了汽车维保，二手车业务的数字

化变革路径也十分清晰，国内“互联

网+二手车”的销量连年攀高。

“随着二手车行业数字化改造的深

入与线上购车消费需求的增长，越来越

多的优质经销商聚集在瓜子二手车开

放平台。”瓜子二手车联合创始人王晓

宇告诉记者，平台投入超亿元资金，在

人员、流量、补贴等方面扶持和赋能平

台上的优质二手车经销商，带动其数字

化升级与售后服务提升。

田甜表示，近几年主机厂也关注到

市场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逐

步引导 4S店、经销商发力二手车业务。

经销商也开始推进二手车业务的数字

化升级，寻找新的盈利点，加快二手车

采买、定价与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开

发，在专业人才储备方面也进行了相应

布局。

共享出行市场规模可观

共享出行尤其是网约车，如今已融

入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中。全国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2 月份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

交互平台共收到订单信息5.6亿单。

共享出行市场的需求带动了行业

规模快速壮大。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截

至 2月 28日，全国共有 222家网约车平

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各地

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329.1 万本、车

辆运输证122.9万本。

共享出行是基于数字平台的智能

新经济，是典型的“互联网+”和“人工

智能+”混合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钱平凡表示，我

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可持续

发展的强大优势资源，成就了我国平台

经济今天的国际地位，也将支撑我国平

台经济引领世界平台经济发展的未来。

随着共享出行规模的不断壮大，网

约车监管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中

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董扬建议，

网约车必须安全合规。他表示，对于新

业态的管理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学习

借鉴，特别需要管理部门长期跟踪调研

被管理者和受到该业态发展影响的各

个层面，逐步优化出台科学合理的管理

办法，建立合理的管理流程。

未来，共享出行还充满新的想象空

间。“到 2030年，希望去掉驾驶舱，实现

完全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滴滴出行创

始人兼 CEO程维在为共享出行而生的

定制网约车D1发布会上表示。

充电基础设施加速普及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

加，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电动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发布的最新一期运营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 2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

达到了 175.8 万台（包含公共类充电桩

以及私人充电桩），同比增加41.2%。

充电桩建设，一方面既是促进新能

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充电

桩本身也是信息桩、数据桩、网联桩,能

够推进出行领域乃至整个社会数字化

发展。

目前来看，换电模式有了长足发

展。蔚来是力推换电的代表企业，截至

3 月 23 日，已在全国部署建设 193 座换

电站、134 座超充站、326 座目的地充

电站。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

联盟秘书长许艳华表示，“十四五”时

期，新能源汽车驶向快车道，充电需求

成倍增长，车网的深度融合使产业在能

源结构调整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新能

源汽车网联化催生的跨界融合，都将让

充电设施产业迎来重要机遇期。

许艳华也坦言，充电基础设施仍将

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包括如何大幅提高

用户满意度，如何解决居民区建桩难和

无序建桩，以及如何构建高效便捷的充

电网络等问题。

众多业内专家提出了采取“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管理模式。

对此，董扬认为，这种模式会增加用户

成本，但增加部分不算多，用户应该可

以接受。

董扬表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催

生了充电产业，这个新产业涉及多个

政府管理部门，也涉及越来越多的人

民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需 要 处 理 好 各 方

利益。

2020年实现交易额超1万亿元——

汽车后市场开启数字化变革开启数字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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