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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农资保供稳价
农资保供稳价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和农产品供给。从产能、储备、流通

等方面入手，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很有必要。今年农资保供稳价面

临诸多有利条件，有能力做到稳农资从而稳农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农资保

供稳价应对机制。眼下，春耕备耕正由南

到北陆续展开，北方开始备种备肥，南方开

始施肥打药，农资购销逐步进入旺季。

今年，农资供应能满足春耕需求，主要

化肥品种供应稳定。不过，化肥价格仍高

于常年水平。以 2 月 6 日为例，尿素批发价

同比上涨 6.4%，磷酸二铵、复合肥均上涨

5%以上，氯化钾上涨 4.2%。目前，春耕用

肥高峰期还没到来，价格还存在波动的可

能性。着眼当前和长远，完善农资保供稳

价应对机制很有必要。

农资是农业的物化投入，涉及种植业

的化肥、种子、农药以及畜牧业的饲料、兽

药等。如今农业生产已进入高成本阶段，

粮食作物的农资投入占整个生产投入的

28%以上，园艺作物、畜禽养殖的占比则更

高。尽管近年来部分农产品价格有所上

涨，但总体低于农资价格涨幅。农资价格

高位运行已成为影响农民务农增收的最大

因素之一。

农资保供稳价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和农

产品供给。中央财政 2021 年、2022 年分别

下达 200 亿元、400 亿元，对实际种粮农民

发放一次性补贴，目的就是缓解农资价格

上涨的影响，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这种

补贴没有直接干预农资和农产品价格，也

没有扭曲市场机制，不失为农资保供稳价

的一种探索。今后，要完善农业补贴与农

资价格联动机制，明确联动条件和范围，适

时给予补贴。

化肥是农资保供稳价的焦点，减氮、控

磷、增钾是科学施肥的趋势。我国氮肥产

能充足，磷肥也能自给，钾肥则大部分需进

口，且集中在少数国家。化肥生产离不开

煤 、电 、气 、硫 磺 、磷 矿 石 等 能 源 和 原 料 。

2022 年，受俄乌冲突等影响，全球钾肥一货

难求。2023 年，外部环境依然充满不确定

性 。 完 善 农 资 保 供 稳 价 应 对 机 制 ，正 当

其时。

首先是产能。只有产量充足，价格才

会稳定。应充分考虑化肥产品支农属性，

稳定化肥生产企业的要素供应，在电价、用

气、购煤等方面，给予化肥生产企业倾斜支

持。在符合环保、安全生产等要求的前提

下，推动企业缩短停产时间，提高产能利用

率。要部门和地区联动，重点解决钾肥挖

潜扩能、硫磺等原辅料保供等问题。

其次是储备。化肥始于工业、用于农

业，淡旺季分明。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淡储

旺供”调控体系，淡季收储、旺季投放，发挥

“蓄水池”作用，缓解供需矛盾。同时，帮国

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解决生产方面的

实际困难。相较于氮磷，钾肥更易受国际

市场影响。2014 年，我国建立了钾肥国家

战略储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

完善钾肥储备机制迫在眉睫。

再次是流通。优化供应链有助于降本

增 收 ，畅 通 干 线 运 输 和 末 端 流 通 同 样 重

要。供销社系统是农资供应的主力军，一

些省份的供销社送货下乡，河南省供销社

酝酿组建全省重要农资采购联盟，这些压

缩流通层级、提高流通效率的做法都是有

益探索。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适度规模经

营或委托农业服务主体代耕，都可以实现

集中采购，降低成本。

此外，规范农资产品市场秩序也必不可

少。现在，农资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少地方有机肥难以推

广，一个原因是质量不过关的有机肥以低价

占据市场。要发挥农资打假作用，既规范秩

序、净化市场，也引导农民科学用药、合理施

肥，生产出更多绿色优质农产品。

从总体来看，今年农资保供稳价面临诸

多有利条件。农资生产企业对稳定产能有预

期，各地稳定上游能源和原材料的举措实。

政策调控手段多样，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

日益成熟。化

肥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

进，农民的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

意识提高。在

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的关键之

年，有能力做到

稳农资从而稳

农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开年以来，多地出台重点领

域节能降碳实施方案。节能降碳和数字化

改造是实现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

路，应有效运用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和数字

化手段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让传统产业

在新形势下焕发新动能。

传统制造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升级，

至少需要资金、技术以及经营主体三方面

支撑。其中，以节能降碳服务企业为代表

的经营主体是核心。节能降碳服务产业作

为生产性服务业，在实现“双碳”目标特别

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

支撑作用。节能降碳改造专业性较强，不

仅涉及复杂的行业技术和工艺流程，有的

还需要跨行业交互融合。俗话讲“专业的

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如果企业自己实施改

造有困难，可以从市场上寻找专门的节能

降碳服务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服务，将

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事节能降碳服务的企业多为中小企

业，体量小，数量大。据相关行业协会统

计，目前，节能降碳服务企业数量接近 1 万

家，从业人员达 80 多万人，是创造绿色价

值、吸纳社会就业的有效渠道。近年来，国

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涌现出一批拥

有核心技术的“小巨人”和专精特新企业，

依靠技术门槛、高品质和差异化服务，在市

场竞争激烈的节能降碳细分领域中占据一

席之地。

节能降碳服务业能够带动绿色技术、

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增添更多“绿动力”。目前，节能降碳

服务企业普遍拥有自己的擅长领域和专长技术，能够提供诊断咨

询、改造实施、投资融资等“一站式”节能降碳服务。如果能在政策

上再“添把火”，其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加强资金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项目很多需要整体更换生

产装置或工艺流程，投资大、回收期长，既需要政府资金引导，也需

要社会资本跟进。应加大这一领域的财政性资金支持力度，同时

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摒弃“谈两高色变”的“一刀切”做法，科学界定

项目内容，给予积极精准支持。

给予政策倾斜。节能降碳服务企业多是自带绿色属性的中小

企业，也是“双碳”背景下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对

这类企业应当给予更有力度的金融支持、更大幅度的税收优惠，为

其健康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应加强服务对接，主动为

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积极稳妥转型。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做大新兴产

业增量与做优传统产业存量不可偏废。在我国传统制造业存量较

大的情况下，需要对后者给予更多重视。应加强对重点领域节能

降碳改造工作的组织，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规划设计机构的专

业支撑作用，加强绿色技术供给和项目实施指导，保障转型过程平

稳有序。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一项周期长、见效

慢的工作，需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调

动各种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不断迈向前进。

一张普通的网络截图，一旦标
榜为“数字藏品”，身价就能从几元
炒到成百上千元。不少玩家经不住
诱惑纷纷入圈，结果直到钱打了水
漂，才发现自己被骗。近日，安徽省
合肥市蜀山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以
发行“数字藏品”为幌子的诈骗案，
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200
多万元。诈骗团伙谎称发行的“数
字藏品”系“大师名作”，通过承诺回
购、限量发行等骗术造成饥饿营销
的假象，诱导投资者争相买入。实
际上，投资数字藏品需要具备一定
条件，发行数字藏品也要具备相应
资质。投资者应在投资过程中擦亮
双眼，核验平台资质，慎重决策，避
免盲目跟风，落入陷阱。

（时 锋）

晨曦微露，动车启动，沉睡的粤港澳大湾区
苏醒了。

自 2012 年以来，广铁集团积极有序推进广东
地区的铁路建设，铁路网络不断织密，构建了以
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汕头、湛江为极点，轴带支
撑、多向联通的高铁、普铁、城际等多网融合铁路
交通网布局，“轨道上的大湾区”已从蓝图变为
现实。

10 年光阴流转，广铁集团积极克服各种严峻
挑战和考验，特别是近 3 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勇毅
前行谋发展，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广东地
区铁路营业里程由 2012 年的 2846 公里增至 2022
年底的 5341 公里、增长 87.7%，其中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上铁路增至 2448 公里，增
长 337.9% ，增 速 位 居 全 国 铁 路 建 设 前
列。扩充后的铁路网规模，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

高 铁 线 路 在 粤 港 澳 大 地 上 不 断 延
伸。10 年间，广铁集团先后建成投产南
宁至广州高铁、贵阳至广州高铁、赣州至
深圳高铁、江门至湛江高铁等 17 条新建
铁路，高铁线路纵横交错，复兴号动车贴
地飞行。2018 年 9 月 23 日，香港加入全
国高铁“朋友圈”；2021 年底，赣深高铁顺
利开通；2023 年 1 月 15 日广深港高铁顺
利复通，实现广东全省“市市通高铁”。
广东高铁建设步入快车道，高铁已成为
沿线群众出行的“主通道”、区域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乡村振兴的“加速器”。

让旅客出行更美好，广铁集团倾力
打造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推进轨道
交通四网“大融合”，积极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有效融合。
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内广州、深圳两大核心铁路枢
纽地位，补足枢纽内通道能力，强化枢纽各站互
联互通，构建大枢纽格局，一步步实现广州、深圳
铁路枢纽“四面八方、四通八达、面向全国、连接
东南亚”的重要目标。下一步，规划将高铁、城
际、城市轨道交通引入广东省主要机场，全面打
造空铁联运综合交通枢纽。

时光流转，高铁建设在不断提速。在完善广
东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高铁主骨架的基础
上，广铁集团着力进行高铁线路的“联网”“补网”

“强链”工作，全面扩充广东省内联通及对外铁路
通道，为粤港湾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加油提速。目

前，正在加快推进深圳至江门、广州至汕尾至汕
头、广州至湛江、梅州至龙川、深圳至深汕合作区
高铁建设以及贵广铁路改造等工程。下一步，将
力争武平至梅州、漳州至汕头、广州至广州南联
络线、湛江至海口、广州东站改造及广州东至新
塘五六线、新建西丽站等项目尽早开工，进一步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与周边地市、省外经济圈城市
的快速联系，形成广深地区至粤东、海峡西岸城
市群、华东地区的沿海高速新通道。同时，推动
广清永高铁、柳广铁路建设，全面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沟通，打通大湾区
至西南地区的货运通道。届时，粤港澳大湾区区

域内乃至整个广东地区，高铁飞驰，物畅其流，经
济发展影响力和驱动能力进一步辐射华东、中
部、西南等地区。

依托日益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广铁集团持续
扩大动客车开行覆盖面，更大范围推广运用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优化客运产品供
给结构，实施服务便捷工程。完善刷脸进出站、
无感支付、验检合一和智能引导，改善车站市政
交通接驳、站车基本服务，保障老年及脱网人群
服务。加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动车组开行，增
加广深地区向粤东西北地区的运力投放。加大
一日往返、夕发朝至等列车开行力度，发展“高
铁+航空、共享汽车、海运”等联程联运服务，率先
打造高铁出行生态圈。

悄然过去的时光中，无数张纸质车票，已隐
入手机中。售票之变，换来的是旅客越来越好
的出行体验。自 2012 年春运起，广铁集团全面
实施互联网售票。目前，互联网售票已经成为
旅客购票的主要渠道。截至目前，互联网售票
日 常 占 比 为 87.7% ，2023 年 春 运 占 比 达
88.3% 。 从 2012 年 到 2022 年 ，广 东 地 区 日 开 行
旅客列车从 318.5 对增加至 1015.5 对，动车组由
251.5 对增加至 909.5 对，增长 261.6%。2022 年，
广东地区铁路发送旅客 1.7 亿人次，其中动车组
发 送 1.5 亿 人 次 ，占 比 87.8% ，客 发 量 居 全 国
前列。

十 载 奋 力 前 行 ，广 铁 集 团 围 绕 振
兴铁路现代物流，全面推动铁路“大物
流”体系建设，目前已形成“干线通道+
集疏运体系+内陆港”高效衔接的现代
物流体系。全面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双
循 环 新 发 展 格 局 ，加 快“ 大 物 流 ”体 系
建 设 。 先 后 开 通 运 营 广 州 大 田 、增 城
西及深圳平湖南等 7 个物流基地，改变
了广东无千亩级大型铁路物流基地的
局 面 。 建 成 南 沙 港 铁 路 、湛 江 东 海 岛
铁 路 等 疏 港 铁 路 ，建 成 投 产 惠 州 炼 油
二期、湛江钢铁基地等 8 条专用线，集
疏运功能进一步补强。下一步将加快
建设疏港铁路，完善集疏运体系，推进
集 装 箱 运 输“ 公 转 铁 ”，协 调 推 进 一 批
专用线建设，着力解决既有平盐铁路、
南 沙 港 铁 路 等 疏 港 铁 路 与 港 口 之 间

“最后一公里”问题。在高铁构建联网
成 片 的 基 础 上 ，启 动 高 铁 物 流 基 地 建

设，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物流发展。
自 2013 年在东莞石龙站首次开行中欧班列

以来，广铁集团中欧、中老等国际货运班列始发
站点陆续增加了大朗、平湖南、广州国际港、常
平、江门等站，抵达国家从原来的中亚 5 国，逐步
辐射 17 个欧亚国家。按照客车化模式，增加点对
点货运班列开行。目前粤港澳地区始发货运班
列线条达 50 多条，形成覆盖国内主要省市的铁路
快捷运输网络。

步入新征程，广铁集团奋力建设路网更加发
达完善、运输服务更加优质高效的铁路强局，加
速推进广东地区铁路建设，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 （数据来源：广铁集团）

·广告

广铁集团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

广深线动车组行驶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市石龙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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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动车组

高铁列车从

广州南站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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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中欧班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