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手段刺
激市场的“弹药”
不 是 取 之 不 尽
的，效果也不再

像过去那样屡试不爽，一刺激就显
灵。实际上，当市场供需失衡、饱和
度达到历史峰值，房价停止上涨，赤
膊上阵的救市效果日益式微。房地
产业经过十多年的野蛮生长，在经
济进入“新常态”下降温稍息，本是
一次理性调整。人类历史上，从来
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国家”是通过钢
筋混凝土堆积，通过“做大做强房地
产”来实现的，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

“中国模式”可以避开经济的基本规
律。在中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诸多
风险和挑战中，最大最凶险的挑战，
还是如何应对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资
产泡沫风险。

强心针难为市场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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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近日，国家
发改委针对海南
省国际旅游岛的
评估报告，未能
按程序通过专家

审评，为海南岛即将到来的国庆旅
游高峰，增添了些许凉意。专家审
评未通过，未尝不是一个反思契
机。建设国际旅游岛，基础旅游设
施、服务项目固然必不可少，但更
需要具备一流的服务意识、管理理
念，并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其实，
国际旅游岛的称号，不用专家来
定，旅游者心中自有一杆秤。如果
能让游客开开心心游玩，舒舒服服
消费，何愁四海宾客不纷至沓来。

服务不好旅游难上去服务不好旅游难上去

本报记者 颜伟杰
通讯员 厉宝仙 王鹏杰

眼下，从杭嘉湖平原到西南山
区，从金华盆地到浙东沿海，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正如火如荼。

2010年，省委省政府启动农业
“两区”建设工程：计划通过 8 至 10
年努力，在全省范围内建成 800 万
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100 个现代
农业综合区、200 个主导产业示范
区和 500 个特色农业精品园，保障
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加快
浙江农业现代化进程。

截至今年 8 月，全省累计建成
粮 食 生 产 功 能 区 4984 个 ，面 积
465.2万亩；累计建成省级农业综合
区43个，主导产业示范区139个，特
色农业精品园 440 个，现代农业园
区总数622个、面积280万亩。

农业“两区”正成为浙江确保
粮食安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
进农民增收的“主战场”。

因地制宜，稳粮增效

兰溪市云山万亩粮食生产功
能区，笔直的机耕路、永久性水渠、
生物诱虫灯⋯⋯各类设施一应俱
全，田间的晚稻正在向百亩方亩产
1000公斤冲刺。

“这样种田才有意思！”聊起种
地，正搭着锄头在田埂上休息的云
山街道陈店村村民张永林来了劲，
2 月种春大豆，5 月种水稻，9 月种
小萝卜，老张心中有一本“教科
书”，这种“鲜食春大豆—水稻—兰
溪小萝卜”三茬轮作的种植模式，
让每亩收益轻松过万。

无独有偶，在德清的粮食生产
功能区，甲鱼大王王连根探索出的

“鳖稻共生”，实现了水稻不施肥不
农 药 却 可 亩 产 440 公 斤 的“ 神
话”。而今，这项由“土专家”自主
创新的生态养殖模式，也实现了

“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的目标，
亩产值达28399元。

浙江人多地少，仅有的土地用
来种粮，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种粮
的效益并不高。但是，在粮食生产
功能区里，又以种粮食为主，钱粮
如何两全成了摆在农民面前的现
实问题。

过去四年多时间里，勤劳的浙
江农民通过改良品种、改进技术、创
新稻虾轮作等农作模式，提高复种
指数，增加经济效益，使功能区成了
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的示范区，逐步
向着“千斤粮、万元钱”的目标迈进。

规模效益作用更加显现。在
台州路桥，种粮大户梁国平告诉记
者，他承包的 1500 亩田，每亩地大
约产早稻 1000 斤，按每斤 1.62 元
的价格算，一亩收入 1620 元，减去
成本每亩利润大概在 420 元左右，
但1500亩地就可以赚63万元。

“近年来，通过加大粮食生产的
政策扶持力度，加强粮食功能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化服务体
系，积极发展旱粮生产，推进农作制
度创新，既让农民增收，又稳定了粮
食面积。”省农业“两区”办主任、农业
厅总农艺师王建跃说，2014年，全省
粮食播种面积比去年大幅增加，其
中旱粮比去年增加30万亩以上。

浙江不仅人多地少，且山地多
平地少。“像浙西地区主要地貌就是
山，但我们在发展农业时，充分利用
好低丘缓坡的山地资源。”龙泉市农
业局副局长潘世龙说，龙泉在拓展
农业发展空间时充分因地制宜，引
导现代农业园区毛竹、茶叶、畜牧业
等主导产业向低山缓坡发展。

理念革新，生态循环

在萧山江东省级现代农业综合

区舒兰农业基地内，有一套由秸秆
残菜堆棚、基质加工房、一体化厌氧
罐、沼液池等设施组成的秸秆综合
利用系统，年可处理秸秆残菜1000
吨，产沼气83.3万立方米、发电11万
度，沼液沼渣4800吨用作有机肥，基
地秸秆残菜能够完全消纳。

秸秆粉碎以后，跟养猪场的猪
粪混合发酵，产生了沼气沼液沼渣，
沼气主要用于发电和烧饭，沼液主
要用于喷灌，沼渣做基质肥，用于蔬
菜之后，蔬菜的品质大大提高。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
农业需要不断转型升级，而其中畜
牧业在整个生态循环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如何处理畜禽养殖污染和
病死动物，关系到整个生态循环的
成败。

浙江从布局规划入手，要求每
个县重新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宜
养区。禁养区内，所有养殖场必须
限期关停或者搬迁；限养区内，必
须按照生态消纳或达标排放标准
进行限期整治、达标审核；宜养区
内，根据环境承载容量确定养殖规
模，实现生态循环、转型提升。

截至 8 月底，全省共有台州所
辖 9 个县（市、区）和余杭、洞头、安
吉、秀洲、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柯
桥、金华开发区、浦江、磐安等21个
县（市、区），完成畜禽禁限养区养殖
场关停搬迁，共关停养殖场 15834
家，涉及生猪存栏89.92万头。

一手抓“治”，另一手抓“减”，
即通过肥效提升和有机肥替代等
方法减少化肥用量，通过推进病虫
害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和高效农药
替代，实现农药减量。为此，全省
以“两区”为先行，加大了沼液利用
项目支持和有机肥推广补助力度。

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通过秸
秆机械粉碎还田及能源化利用，构
建收贮运体系，并组织实施中小规
模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提高秸秆综
合利用率。对农药包装物和农膜
废弃物，则在余杭、松阳等地试点
构建废弃农药包装物的回收处置
体系，完善废弃农膜回收处置市场
化运行机制。

未来三年，全省还将在湖州、衢
州两市和16个县（市、区）开展整建
制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像萧山
江东这样，在畜牧、种植、水产三大
产业间构建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
生态循环体系，建成 100 个实现生
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共赢的示范
区，示范主体则将达到1000个。

质量安全，守住底线

衢江区杜泽镇千亩水生蔬菜
科技示范园，国胜蔬菜专业合作社
的傅国胜正在给刚经过抽检的茭
白打上二维码。“顾客只要扫下二
维码，或登录衢江区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信息网，就可以追溯到肥料
与农药的使用记录，让他们更放心
地购买我们的产品。”傅国胜说。

茭白是衢江特色优势农产品
之一，但由于农户零散种植，加上
不少外地茭白冒充，衢江茭白的效
益一直体现不出来。“没有农业企
业的规模化生产，想要提高农产品
的安全等级就很困难。因此，必须
改变传统的小农种植模式，发展规
模化的农业企业，形成一条成熟的
产业链。”衢江区农业局蔬菜办的
姚永金说。

衢江区引进衢州巨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建成 1200 亩的水生
蔬菜科技示范园，当地茭白产业的
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于此同时，示
范园还建起了茭白交易所、农药检
测中心、农产品冷藏中心和品种繁
育中心等配套服务。“产品价格提
高了，效益也提高了。”傅国胜说。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业
工作的底线，农业投入品是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源头。省农业厅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王建伟说，农业
部门依托“两区”，坚持产管并重，
推广农业标准化、清洁化生产技
术，加强农业投入品等源头管控，
建立信息化溯源体系，把“两区”建
设成为生产安全、优质农产品的

“放心车间”。
“通过‘肥药双控’，强化对农

业投入品源头管控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2013年，全县化肥、农药
销售量比上年减少了 30%，禁限用
农药现在的销售量为零，而全县农
产品抽检总体合格率达 99.6%。”
天台县供销社副主任叶行忠说。

标准化生产，是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重要一环。目前，全省已
发布各级农业标准规范 2200 余
项，实施各类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1300余个，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实施
率从“十五”末的 25%上升到“十一
五”末 48.8%，并有望在“十二五”
末突破60%。

改革创新，保障有力

瑞安天井垟粮食生产功能区，
满畈稻香，曾经的一片“野田”，尽
是丰收前的景象。“过去这里曾是
有名的‘涝区’，经过连续 3 年的治
理，已成为浙南地区连片面积最大
的粮食生产区。”种粮大户项宝荣
说，他今年种植面积 2900 余亩，比
去年增逾八成。

曾经的“涝区”变为万吨粮仓，
是瑞安农业“两区”建设中的精彩
转身。“2011年前，这里的早稻种植
面积还不到 100 亩。”项宝荣说，当
地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田里只象
征性地种点单季稻，肥沃的东湖畈
里，经常出现季节性抛荒。

为解决这一问题，瑞安尝试推
行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为农
户开展代耕、代育、代插、代收、代
烘、代病虫害防治等粮食生产一条
龙服务。“这样一来，自己不用忙
活，还能有收成，不少农户都把地

‘交’给我们来打理，盘活了闲置的
土地。”项宝荣说。

模式活了，机制优了，农业发
展就更有力。王建跃表示，“两区”
要成为农业农村改革的试验田，不
仅要推进农业经营制度，更要在农
村产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村
金融制度等方面探索改革，为深化

“两区”建设提供强劲动力。
在嘉兴海盐县，不少农户烦恼

的农业经营资金问题，近年来被土
地经营权抵押、家庭农场资金融资
抵押、授信担保等一系列担保抵押
方式化解，甚至家庭农场还可通过
农机具抵押和信用评定来获得抵
押贷款。

海盐县农业经济局副局长蒋
小留称，家庭农场可以通过信用评
级来获得贷款，并且这一贷款有利
率方面的优惠等。在这一信用评
定办法中，A级农场可获得10万元
贷款，AA 级可获得 20 万元贷款，
AAA 级可获得 30 万元贷款，贷款
时间以农产品生产周期为准。

朱李军是海盐县沈荡镇的一
位家庭农场主，农场规模有 300 多
亩土地。他说之前他获得贷款金
额只有 10 万元，而且手续麻烦。
而现在，他获得贷款金额提高到了
30 万元，贷款期 1 年，资金周转不
够时可以很方便的获得贷款，利率
也要低不少。

针对农业特色品种多、自然灾
害风险大的特点，我省各类政策性
农业保险日益覆盖。今年，我省增
设了露地蔬菜、葡萄、大棚西瓜 3
个省级新险种，首个市场风险险种
——长兴县芦笋价格指数保险也
启动试点。截至目前，浙江省政策
性农业保险险种已达 37 个，成为
全国险种最多省份之一。

四年多时间四年多时间，，浙江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浙江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49844984个个，，现代农业园区现代农业园区622622个个

稳粮增收看稳粮增收看““两区两区””

有海外媒体
日前报道称，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
29 日 将 超 过 美
国，中国将成为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于外界一
再炒作的“中国经济全球第一”话
题，中国应冷静看待。中国经济要
由大而强，依然任重道远。这种

“强”，不仅体现在规模、基础设施
等硬实力上，还体现在国民素质、
幸福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软实
力上。要想达到这些目标，中国还
要保持冷静，克服诸多困难。“不以
GDP 论英雄”，目前已深入人心，即
便有一天中国真的拿下 GDP 总量
桂冠，人们也不必太在意，而应更
加注重增长的质量。

要质量不要标签要质量不要标签

马云缔造了万亿交易额的电商
平台，也面临千头万绪的整合挑
战。他已经创造了历史，并有可能
像改变零售与金融业一样，继续改
变农业、娱乐、体育等行业。

还原阿里巴巴

9月 28日，全省农业“两区”建设现场会开到了瑞安市马屿田头，4架无人机
在田畈里作喷洒农药的展示。 本报记者 吴元峰 瑞安日报记者 庄颖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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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
银 行 暂 停 28 天
正回购，开启 14
天正回购，降低

正回购利率，并对五大国有银行实
施 5000 亿 SLF 操作。这一系列举
措表明，中国货币当局开始进入一
个转变调控方式的新时期。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定向调控是“送
水”，而不是“放水”。由此可见，央
行实施相关的定向政策措施，并不
意味着货币政策基调出现变化，而
是针对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突出问
题，用调结构的方式适度预调微调，
切实发挥好对“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支持作用。

是“送水”不是“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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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农业示范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