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一2021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七月廿三农历辛丑年七月廿三
E C O N O M I C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 1-68 第 13923 期 （总 14496 期）

南阳，城宽野平，丹水泱泱，曾是诸

葛亮躬耕之地，重耕之道由来已久，自古

誉为“中州粮仓”。

进入新时代，南阳重耕与时俱进，

“中州粮仓”仓廪更实，颜值更靓。今年

8 月，河南省南阳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信

息，南阳夏粮再获丰收，呈现面积、单产、

总产“三增”，其中夏粮总产 86.32 亿斤，

同比增加 2.06%。由此，南阳粮食生产

自 2004 年以来获得连续丰收，粮食总产

量占全国 1%、夏粮小麦产量占全国 3%，

稳居全国粮食年产量超百亿斤的 21 个

地级市之列，是河南省把牢“天下粮仓”

的大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河南粮食生产作出重要指示：河南

作为农业大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

全国影响举足轻重。要发挥好粮食生产

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

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

步提升粮食产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

为承担起粮仓之责，南阳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自觉地以粮食安

全为己任，坚持重耕重粮。南阳人深知，作

为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粮食生产核心

区的主产区，必须坚守耕地“红线”不动

摇，坚守生态“绿线”不含糊，坚守粮食底

线不懈怠，坚守产业强粮基线不放松，做

到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稳增收。

从“一粒好种”到科技特
派员，解码“藏粮于技”

南阳地处河南西南，三面环山，西邻

关陕，东达江淮，南通荆湖。这样的地理

位置和气候条件，使其历史上就以储物

集粮为长。不过，种粮历史虽久，但过去

种粮效果并不理想，重要原因在于种子

退化、技术陈旧。“种子关不过，粮食很难

有新突破。”南阳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王林胜说得很直白。

进入新时代，南阳市提升粮食生产

水平的第一关，就是强化科学种田，过好

种子关。

今年 5 月，在方城县大方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小麦育种基地，记者见到一位

与种子“较劲”的老人——南阳市农科院

退休教授李中恒。李中恒与小麦打了一

辈子交道，退休后被大方种业聘为专业

指导。穿行在一大片小麦育种地里，他

不时停下脚步告诉记者，左手边是杂交

育种圃，右手边是试验圃，地里有 150 个

小麦品种。

李中恒说，小麦育种很难，从种植评

比算起，经过生产试验、品种审定，再到

大面积推广，至少需要 4 年时间，耗时很

长。“我们自主研发的方裕麦 66 号，亩产

能达到 1200 斤左右，去年推广种植后，

很受农户喜爱。”从 4 年前受聘，李中恒

已帮助公司培育出 1 个小麦品种，正在

生产试验另外 2 个品种。

育种的辛苦与焦虑，大方种业公司

总经理郑方向感触很深。在种子行业深

耕 20余年，从当初小麦亩产四五百斤，到

现在五六百公斤，郑方向深知一粒好种

子的价值。他从销售种子起家，越来越意

识到靠买卖别人品种的企业缺乏生命

力。他逐渐走上种子研发、繁育、营销于

一体的种业经营之路。几年前，他辟出 50

亩土地交给李中恒专事种子培育。如今，

大方种业每年销售种子逾 1000万斤。

鼓励种业公司化、市场化发展，政府

负责把好审核关，南阳市小麦育种业得

到更多科研单位的关注与加盟，产学研

融合越来越畅通无阻。南阳市各个区县

都有专门的种子繁育场、试验田，无论当

地繁育还是外地引进的合格种子，必须

先在育种基地试种。试种合格后，再由

当地农技部门、种子公司择优推荐，这样

既全面提升了种子质量，也堵住了假冒

伪劣种子通道。

现在，南阳市小麦种子基地占比 2.8

万亩，拥有大型种子企业 18 家。南阳小

麦品质与产量逐年攀升，亩产普遍八九

百斤，超过 1000斤的也越来越多。2020年

南 阳 市 粮 食 产 量 继 续 稳 中 有 升 ，达 到

143 亿斤，优质中强筋小麦达到 80%以

上 ，彻 底 改 写 了 低 端 品 种 、低 端 价 格

旧貌。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要下决心把民

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励着南阳人

对种业发展“高看一眼，远谋一步”。

小麦是全球唯一没有实现杂交种大

面积应用的主要粮食作物。5 月 26 日，

在邓州国家杂交小麦项目产业化基地试

验田里，记者见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杂交小麦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杂交小

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昌平。这位

来自北京的杂交小麦专家，每年收获季

差不多就在黄淮一带麦地里来回蹲点。

（下转第九版）

上图 夏收季节，河南省南阳市卧龙

区组织各类机械投入作业，65万亩小麦喜

获丰收。 陈 辉摄（中经视觉）

南 阳 重 耕南 阳 重 耕
——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记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记

本报调研组本报调研组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把河南粮
食、小麦抓在手里，全国粮食丰
收就有了基础。2019年 3月，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实现粮食安全和
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

作为“中州粮仓”，河南南
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地以“扛稳
粮食安全这个重任”为己任。
新农人正挑上“金扁担”，现代
农业在落地生根。重耕南阳，
在蜕变，在焕新。

近日，财政部表示，正牵头起草财政支持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相关文件，充实完善一系列财税支

持政策，积极构建有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

策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场“硬仗”，作

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税政策要精准有效

发挥突出作用。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资金支持、

税收制度、政府采购等，都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

重要政策工具。“十三五”以来，财税政策在促进绿色

低碳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资金支持方面，持

续强化支出保障，2016 年至 2020 年共安排了生态环

保资金 44212 亿元，年均增长 8.2%。这些支出往往

和企业运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支持钢铁煤炭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支持北方地区冬季的清洁取暖

试点、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等，都直接让广大企

业、百姓受益。

同时，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需要进一步健

全政策体系，实施更有力度和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今年 3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完善有

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

购等政策。如何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成为

当前财税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的形势下，生态环保

资金投入面临不小的压力。为此，一方面要强化资

金保障，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一方面要注重资金的科

学分配、优化支出结构，发挥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同时，通过实施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领

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确保责任主体明确、工作落实到位。

在加大财政支持的同时，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

手发力，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财政资金要发挥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支持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比 如 通 过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推动社会资本更多参与污染防治和绿色低

碳项目。政府采购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要大力

实施绿色采购政策，运用强制采购、优先采购、制

定政府采购需求标准等措施，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充分发挥导向作用。

绿色税制建设广受关注。绿色税制并非由单一税种担纲，而是涉及环境

保护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等多个税种。我国

绿色税制已初步建立，下一步还需要契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要求，全面统筹

相关税种，更好发挥反向约束和正向激励机制作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宏观政

策也需要全面、系统地提供有力支撑。财税政策要做好科学顶层设计，把握

好关键着力点，密切和其他宏观政策协同配合，为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作出贡献。

构建力促

﹃
双碳

﹄
财税政策体系

金观平

继 8 月 23 日跌破前期低点 17265 点之后，8 月 24

日 大 连 商 品 交 易 所 生 猪 期 货 2201 主 力 合 约 报 收

16895 点，再创新低。

7 月份以来，为应对生猪和猪肉价格过快下跌，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了托市收储。当

前猪肉市场形势如何？价格能否稳住？

猪肉供应有保障

“当前既不缺猪，也不缺肉，市场供应有保障。”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

从不同周期生猪出栏量来看，2003 年至 2006 年第一个周

期全国生猪出栏量高峰为 6.1 亿头，2006 年 6 月至 2009 年 5 月

第二个周期最高峰接近 6.5 亿头，2009 年至 2014

年第三个周期达到 7.5 亿头历史高峰，2015 年至

2018 年第四个周期生猪出栏量高峰也在 7 亿头左

右。在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2020 年我国生猪出

栏量较 2017 年锐减了 25%，经过持续努力，产能

已恢复到正常水平。今年 6 月份，能繁母猪存栏

已经超过 2017 年水平。

今 年 3 月 份 猪 价 持 续 下 跌 后 ，全 国 生 猪 存

栏 增 速 有 所 放 缓 。 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7 月份生猪存栏量还在惯性增长，但增幅

连续 5 个月收窄。7 月份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

下降了 0.5%，这是连续 21 个月正增长之后，首

次出现下降。

产能增长带动生猪出栏量继续保持较高水

平 。 7 月 份 ，定 点 屠 宰 企 业 生 猪 屠 宰 量 环 比 略

减少 0.3%，同比仍大幅增长 87.4%，为 2020 年 9 月

份 实 现 同 比 增 长 以 来 增 幅 最 高 的 月 份 ，6 月 份

和 7 月 份 生 猪 屠 宰 量 甚 至 已 经 明 显 高 于 消 费

高 峰 期 的 1 月 份 ，而 通 常 情 况 下 ，都 是 生 猪 出

栏 量 相 对 较 低 的 月 份 。 除 了 国 内 生 猪 供 给 量

增加，猪肉进口依然保持高位水平。前 7 月全

国 猪 肉 进 口 累 计 达 266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3.9% 。

另 外 ，替 代 性 肉 类 累 计 进 口 132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0.1%。

猪肉供应充裕，导致了价格持续下跌。

猪价处于下行周期

“8 月份以来，猪肉价格再次进入波动下行区

间。”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

通说。

8 月 27 日，北京新发地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

17 元/公 斤 ，比 8 月 13 日 的 17.5 元/公 斤 下 降

2.86%，比 7 月 20 日的 18.75 元/公斤下降了 9.33%。

最近，北京市场猪肉价格出现异动——批发平均价由 8 月

15 日的 17.25 元/公斤跳升至 16 日的 20 元/公斤，短短一天之内

价格上涨了 15.94%。 （下转第三版）

下行周期无碍猪肉稳价保供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激励各族儿女携手奋进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 8月 29日电 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

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第 十 四 届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中 央

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姜春云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 20 时 57 分 在 北 京 逝 世 ，享 年

92 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
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的杰出领导人

姜春云同志逝世

姜春云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本报沈阳讯 （记者孙潜彤）“我

们生产的高强度高稳定特种塑料，既

可用于手机的塑料轴承，也可用于航

空航天等尖端领域。”8 月 20 日，辽

宁盘锦伟英兴高性能材料公司总经理

杨洪奎一见面就给记者科普了自家产

品的优秀属性，“同样是化工产品，

塑料人造骨骼和塑料凉鞋的技术附加

值有天地之别。”

向高处行，往深处走。坐拥辽河

油田，以石化产业安身立命的辽宁省

盘锦市，开始了一场借助“新”势力做

精做细“原字号”的转身。在继续保

持“千万吨油田、百亿方气库”目标的

基础上，加快形成乙烯、丙烯、碳四、

芳烃 4 条产业链条，破解“炼有余而

化不足”“粗有余而精不足”等“原字

号”产业痼疾。

“精细化工产业看龙头，我们园

区 现 在 招 商 不 仅 看 体 量 ， 更 重 质

量。”盘锦辽东湾新区精细化工产业

园管委会主任段俊雄介绍，新区集中

周边优势石化产品

资源，新建项目以

大型炼化一体化和

轻 烃 综 合 利 用 为

主，不断延伸烯烃

产业链条，引来兵

器集团精细化工、北燃炼化一体化和

瑞德化工芳烃精细加工等多个龙头项

目，构建起基础石化原料深加工产业

体系框架。

紧紧围绕化工龙头凝聚一批“专

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盘锦市双台子

区的“傍大拉长”策略颇为奏效。比

如围绕华锦集团烯烃资源，已聚集多

家下游精细化工企业。其他围绕辽河

油田的石化资源，催化剂产业及高端

医药中间体产业也乘势壮大。

辽宁盘锦加快打造产业链条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

族工作的主线。”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

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携手、共同

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深入人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