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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做 大 做 强 特 色 农 业
近年来，广西立足资源禀赋，着力强特色、

提品质、树品牌，打造了一批现代农业特色产

业集群；同时，积极出台配套政策、聚集资源要

素、优化产业布局、补齐发展短板、延长产业链

条，进一步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提质

增效，取得了显著成效。

形成品牌效应

行走在梧州市万秀区丽港商业街上，随处

可见销售六堡茶的店铺。近年来，万秀区谋划

将丽港商业街打造成六堡茶交易中心，目前已

聚集了超过 160 家经营六堡茶及配套产品的

店铺。

六堡茶产业是联农带农惠农作用突出的

特色产业。在六堡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示范区建设的带动下，梧州市茶叶专业合作社

发展到 269 户，200 多个行政村入股六堡茶产

业，从业人员 5 万多人，茶农平均年增收 3000

元。六堡茶生产核心区内茶农人均可支配收

入高于所在县的平均水平。

“广西六堡茶”是广西产业品牌加速升级

的一个缩影。按照“打造一个品牌、带活一个

产业、富裕一方农民”的思路，广西统筹农业生

产和农产品两个“三品一标”协同发展，加快实

施品牌强农战略，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和绿

色、有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全面提升。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在 2023 年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地理标

志）百强名单中，广西有 14 个品牌入选，其中

“横县茉莉花茶”“柳州螺蛳粉”“百色芒果”品

牌价值均在 100 亿元以上。近 3 年来，广西入

围百强名单的数量分别为 8 个、12 个、14 个，入

围总数连续提升。

通过持续努力，广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发展形成品牌效应。例如，贵港市拓展稻虾

产业发展模式，建设小龙虾交易中心；河池市

创建全国首个以蚕桑作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钦州市向养殖企业和农

户推广新型抗风浪蚝排，扩大大蚝产业规模；

崇左市构建集糖文化展示、工业遗址改造、研

学科教、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糖业文旅创意产

业园等。

培优龙头企业

百色市田东县享有“中国芒果之乡”的美

誉，芒果种植面积约 35 万亩，年产量达 37 万

吨。近年来，田东县积极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

源圃，大力扶持芒果经营主体改善芒果园基础

设施，建成农产品加工轻工业园一期并引进大

型芒果加工企业 3 家，改善建设中国芒果交易

中心和农产品批发电商产业园，挖掘芒果产业

文化，打造旅游示范点，努力开拓国际农产品

市场，推动芒果产业向精深加工和品牌化发

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同时，田东县大力拓展“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成立芒果专业合作社 55

家，将平马文设、祥周新洲、林逢东养、那拔六

鲁等 10 多个芒果标准生产示范基地打造成为

集芒果种植、特色采摘、观光旅游等于一体的

芒果产业示范带和产旅融合示范点。

近年来，广西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组

织方面的优势，联手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试点 305 个，直接带动

合 作 社 768 个 、家 庭 农 场 137 家 、专 业 大 户

2293 户。

2022 年 7 月份，广西农业农村部门出台

《广西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实

施方案》等配套政策，为龙头企业发展保驾护

航 ，使 龙 头 企 业 成 为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的 强 大

引擎。

目前，广西培育了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 1733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49

家，自治区级龙头企业 434 家，市级龙头企业

1250 家。自治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营业收

入累计达 2950 亿元，其中，营业收入破百亿元

的有 6 家，50 亿元以上的有 9 家，10 亿元以上

的有 57 家。

“我们积极落实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的措施，引导农业龙头企业担任‘链主’建

设全产业链，打造拉动产业发展有力、联农带

农成效明显的‘主力军’。2023 年全区共新增

81 家 自 治 区 级

农业龙头企业，累计

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876 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孙

庆磊说。

金融创新赋能

“2023 年以来，邮储银行北海分行大力推

进信用村宣传平台建设，解决村民面临的经营

资金短缺难题，全年共向那隆村投放小额贷款

22 笔、金额 277 万元，为 16 户村民提供贷款资

金支持。”北海市合浦县西场镇那隆村党支部

书记王焕发说。

在金融的支持下，那隆村已发展对虾养殖

3000 多亩，大蚝养殖 7000 多亩，弹涂鱼养殖

1500 多亩。邮储银行北海分行开展党建+信

用村建设活动，推广线上信用户贷款等信贷产

品，促进当地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2023 年 7 月份，广西出台特色农业专属信

贷产品实施方案，指导金融机构聚焦糖业、六

堡茶、螺蛳粉、桑蚕等广西特色优势农业产业

经营特点与资金需求，量身定制“惠糖贷”“六

堡茶贷”“螺蛳粉贷”“茧丝贷”等专属信贷产

品，有力支持广西打造“桂字号”农业品牌。

通过手机在农业银行 APP 内的“惠农 E

贷”服务平台上操作，崇左市天等县天等镇盛

典村甘蔗种植大户梁永平获得了 25 万元贷

款，实现了购买一辆甘蔗装载车的计划。

为有效解决蔗农贷款信息不对称、缺乏抵

押担保品以及贷款流程长、成本高等难题，农

业银行崇左分行与糖企构建“银行+糖企+蔗

农 ”合 作 模

式。蔗农在成功进入

“白名单”后，只需通过在掌上银行操作便可实

现贷款的自动申请、审批、放款等流程。截至

2024 年 3 月末，该行农户贷款余额 8.04 亿元，

“惠农 E 贷”余额 7.9 亿元。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优化农村金融服务

的基础。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广西基本完整

收录全区农户及 4.5 万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信息，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和应用

比例持续提升。同时，广西不断拓展涉农信

用信息应用场景，发挥“桂信融”“桂惠农”在

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作用，创新“征

信+担保”“征信+供应链”等融资对接模式，

促进信用向信贷转化。2023 年“桂信融”平台

服务涉农融资 1319.4 亿元，惠及 1.95 万家涉

农主体。

目前，广西通过整合央行资金、银行信贷、

财政贴息等政策资源，已创设专属信贷产品

13 种，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

务。相关试点启动以来，各金融机构共投放专

属信贷产品 3360 笔、金额 23.86 亿元。例如，

柳州市金融机构对接 152 家螺蛳粉企业，通过

上门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送政策、送服务，实

现授信 7.16 亿元、贷款 5.74 亿元。

涉农金融创新为广西特色产业发展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2023 年以来，“桂惠

贷 ”投 向 农 业 198.35 亿 元 ，支 持 农 业 企 业

1.89 万家。

优化服务助企竞逐新赛道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

展。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国家对

科技创新的重视，开展技术研发

的劲头更足了。”位于武汉市新

洲区中国星谷的航天科工火箭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谢光荣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我们

投入大笔资金用于技术研发，按

照 研 发 费 用 100% 加 计 扣 除 来

算，可加计扣除约 1400 万元，预

计可以减免所得税 200 余万元。

可以说，每一项关键技术的研发

突破都少不了税务部门的相伴

与支持。”面对日益旺盛的商业

卫星发射需求，航天科工火箭技

术有限公司加快了轻型火箭快

舟号的研发速度。

眼下，武汉高新技术企业正

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测

试。同时，武汉税务部门加大保

障力度，为科技型企业做好税费

服务，实实在在地让“政策雨”成

为产业发展的“造金池”。

春耕时节，荆楚大地上一台

台搭载北斗高精度自动驾驶终

端 的 农 业 机 械 正 在 田 里 奔 忙 。

在武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开发新

一代精度更高、成本更低的农机

自动驾驶设备。依迅北斗公司

连续多年研发投入占比达 10%以上，陆续攻

克了一批关键自主核心技术。企业大量投入

的背后，离不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一系列

税费政策的支持，企业近 3 年享受各类税收

优惠达 1600 多万元。

武 汉 依 迅 北 斗 时 空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赵 翊 说 ：

“依迅北斗公司享受税收优惠减

免了几百万元，有效补充了研发

费用，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

实力投入研发，做出更好的北斗

时空产品。”

从 2023 年度企业所得税预

缴数据来看，武汉企业累计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为 255.85

亿元，其中制造业企业享受加计

扣除金额为 139.18 亿元。

武 汉 禾 元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司从基因工程水稻中分离

纯 化 出 人 血 清 白 蛋 白 ，有 望 于

2025 年获批上市，企业为此投资

6.5 亿元新建产研基地。武汉禾

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余丹说，生物医药产业研发

周期长、技术要求高、资金需求

大 ，武 汉 税 务 部 门 定 期 上 门 走

访，全程帮助企业梳理可以享受

的税收优惠政策情况，“税务专

员”手把手辅导，在政策范围内

顺利为企业办理了 6000 多万元

的退税，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

压力。

目前，武汉税务部门以大数

据分析为引擎，对纳税人分行业、

分业务、分性质进行“立体画像”，

特别是针对科技创新企业整合涉

税政策“量体裁衣”，精准匹配适用政策，确保

企业应享尽享。对重大科技项目、科创企业，

专家团队上门服务，实现“一企一策”，助力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哈尔滨阿城区拓宽渠道——

提供有温度的就业保障
本报记者 吴 浩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为积极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充分就

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积极开展精准就业

帮扶，打造有温度的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助力实

现稳定就业。

“不久前，我通过参加阿城区举办的线上招

聘活动，成功被当地一家工厂录用，正式上岗后

每个月工资能有 5000 元，解决了我的就业问题，

未来生活更有保障。”阿城区阿什河街道南城村

村民周双说。

阿城区充分发挥“就业地图”“零工平台”的

作用，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抖

音带岗”“农民工带头人微信群”等公共就业服务

平台，拓宽招聘渠道。同时，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线上线下齐发力，线上开展直播带岗、云招聘等

活动，线下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为用工单位和

求职者搭建“双选”平台。

“我们常态化开展访企拓岗，深入了解企业

用工需求，搜集到一批适合农民工群体的岗位信

息。为给群众提供更好的就业招聘直播环境，我

们升级设备、更换场地、优化流程，让更多人能够

直接参与线上招聘活动。”阿城区就业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崔志凯说，仅 2023 年，阿城区就举办

了 53 场线上线下招聘会，发布的 607 家用人单位

提供了 7454 个就业岗位，参加网络招聘会的有

130218 人次，为企业储备人才 1126 人。

近期，针对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求职者，

阿城区实行实名制动态管理，从“数字+就业”“地

图+就业”“平台+就业”“软件+创业”“服务+就

业”五个方面提升就业创业质效，推进公共就业

服务便民化；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为企业和群

众解决办事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让企业和

群众享受到更高效、更优质的政务服务，让“办不

成事”变为“办得成事”。

“我们着力构建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以区、

街道、社区三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载体，建设

公共就业服务驿站，实现线下公共就业服务就近

办、高效办、便捷办，打通服务群众就业‘最后一

公里’。”阿城区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叶永生说。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夏 祎

□ 本报记者 童 政

广西蒙山县新圩镇万亩桑园。

林志清摄（中经视觉）

培育用好乡村工匠

梁

婧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

示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拟

认定名单。其中，山西省

和顺县刺绣印染工匠范素

萍等 10 人入选，工匠类别

涉及刺绣印染、雕刻彩绘、

文房制作、食品制作、陶瓷

烧造、器具制作和金属锻

造等。这与之前的《乡村

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

实施方案》等一脉相承，既

可弘扬传统技艺所蕴含的

文化精髓和价值，活态传

承 发 展 优 秀 传 统 乡 土 文

化，也可顺应乡土人才成

长规律，激发乡村工匠内

生动力。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人 是 关 键 。 要 想 鼓 起 村

民的“钱袋子”，那么“带

头 人 ”“ 领 头 雁 ”必 不 可

少。在我国广大乡村，不

乏各类能人巧匠，他们有

技艺傍身，为农村产业发

展 带 来 巨 大 活 力 。 要 让

他 们 成 为 带 动 乡 村 特 色

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

就业的骨干力量，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重视乡村工匠。对扎

根在农村的匠人们，要予

以大力激励支持。乡村工匠是一支新生力量，又来自

基层，要格外重视提高其职业认可度和社会地位。拿

出真金白银和真正利好政策来加大支持力度，统筹利

用金融、保险、用地等产业帮扶政策，支持乡村工匠发

展特色产业或企业。同时，注重激励表彰，适当对乡村

工匠倾斜。在树立乡村先进典型的同时，营造积极向

上的良好乡村氛围。

培育乡村工匠。过去，学手艺基本靠“师傅带徒

弟”，强实操弱理论，靠自己在实践中“悟”，多年才能出

徒。如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实操能力

强、理论基础扎实的能工巧匠，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发

展。比如，云南提出实施“创业云南”建设行动和青年

创业兴乡行动，培育创业创新带头人和乡村工匠。应

健全乡村工匠培育机制，鼓励支持乡村工匠设立乡村

工匠工作站、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开展师徒传承，

传授传统技艺，对乡村工匠开展技艺提升、主体创办、

品牌打造、电商营销等能力提升培训，让其在掌握新时

代乡村发展技能的同时反哺乡村发展，为创新提供更

多可能。同时，支持、鼓励返乡青年、职业院校毕业生、

大学生等群体参加乡村工匠技能培训，为乡村工匠队

伍建设提供后备人才库。

用好乡村工匠。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优质产业，

而乡村工匠这些活跃在乡村一线的“土专家”“田秀才”

正是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可结合各地实

际，挖掘县域内有传承基础、规模数量、市场需求、社会

价值、发展前景的传统工艺，有效对接当地名师工作室

和大师传习所，在提升乡村工匠技艺、创作传统工艺精

品的同时，有意识、有节奏地孵化农村特色产业，把技

艺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使其产业化。同时，以创办特色

企业带动创业就业，打造“工匠园区”，建立乡村工匠产

业孵化基地，扶持一批基础条件好、有一定经营规模的

就业帮扶车间、非遗工坊、妇女手工基地等转型升级、

发展壮大。

总的来看，培育、用好乡村工匠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只有久久为功，才能未来

可期。

4 月 1 日，在四川省眉山

市仁寿县汪洋镇凯丰陶瓷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

全自动生产线上查看产品。

近年来，仁寿县持续加大政

策支持和资金引导力度，助

推辖区传统企业做大做强做

优，促进企业增产增效。

潘建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