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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区域经济谈

存款保险的
“精妙之处”，就
是通过立法的形
式，宣布对众多
的一般存款人的

存款提供明确的全额保障。存款保
险解决的主要是众多的小额存款人
对银行的信心问题，是在中央银行
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对现有金融安
全网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对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说，建立
存款保险制度有着更为现实的意
义。现在社会对放松管制、发展社
区银行、小银行的呼声很高，为什么
不能大幅度地放宽准入？根子上还
是担心存款人的保护，以及与此相
关的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如
果存款安全和风险及时校正的机制
解决了，这方面就可以迈出较大的
步伐。

金融改革的新起点

近日，央行
宣布下调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和
存款基准利率。

当前重要的是，必须确保降息政策
真正降低融资成本，惠及广大企业，
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根据历史经
验，即便是降息这样带有刚性的政
策也不一定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现实中，不少企业往往遭遇银行各
种理由，导致实际贷款利率较大幅
度上浮，有的仅低于民间拆借利率，
致使企业一直处于融资贵、融资难
的怪圈。此次央行降息政策出台
后，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机构，应当
加大对银行贷款行为、收费行为的
监管与规范力度，严格执行银监会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业务规定的

“七不准”与服务收费“四公开”，继
续治理乱收费，坚决遏制各种可能
对降息红利带来对冲和影响的行
为。

让降息真正惠及企业

京津冀三省市，地缘相接、人缘
相亲、历史渊源深厚，具备相互融
合、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然而，长
期以来，三地在行政壁垒下各自为
政，经济联系松散，在区域合作上成
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随着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京
津冀迎来崭新的发展阶段。三省市
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各就各
位”，找到差异化的定位，融入协同
发展，寻求合作共赢。

京津冀“三结义”

近 日 ，《关
于 国 家 重 大 科
研 基 础 设 施 和

大 型 科 研 仪 器 向 社 会 开 放 的 意
见》引发社会持续关注。据了解，
全国仅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
单位就有 5 万多家，对科研设备需
求旺盛。另一方面，截至 2013 年
底，全国共有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近 9 万台（套），其中高校和科研
院所中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总量
54918 台（套）。一方面是科技类
企业对科研设备翘首以盼，另一
方面是设备使用率高低不均，科
研 院 所 的 部 分 科 研 设 备 长 期 闲
置。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家网络管
理服务平台，统筹共享大型科研
仪器，既可满足科技型企业对科
研设备的广泛需求，又可以盘活
闲置设备资源，将成为科技体制
改革的重要一步。

统筹共享科研设备

刘亭

两个月前，我曾写过一篇《生态
经济的路径选择》，就我从书本报章
上读来的种种印象，对此发表了一
通观感。后来有机会到台州的仙居
县实地一游，在耳闻目睹一番之后，
那一个“虚头八脑”的动听概念，立
马鲜活生动起来。于是想到索性以
仙居为例，多侧面地展开一下我对
发展生态经济的粗浅认知，并以此
求教于大方。

对于我省山区发展的生态经
济，我曾用一个简明直白的算术加
法式加以表达：“生态农业+生态旅
游+生态人居=生态经济”。结果到
仙居一看，居然都行得通、且已是活
生生的发展实践了。

先来看看生态农业。他们的立
意甚高，张嘴便是要“打造中国最高
端农业”。本来我就对滥用“最”字
不以为然，便诘问所谓何来？哪知
对方应裕自如，当场就举出仙居杨
梅和仙居三黄鸡来，号称为同类产
品中全国第一品牌。我说农产品并
非工业制成品，往往有统一的规格
和标准，具有公平的可比性，而农产
品无非是以独特的口味和高出同类
产品的价格称雄天下，倒不在比拼
那个数量和规模。他们不便拂了客
人的脸面，便接口“最高端”正是他
们志在必得的奋斗目标；即便今天
已是“第一品牌”，自己也是要兢兢
业业、“保持晚节”的。话说到这个
份上，大家心里自然都明镜似的：大
呼隆的、靠化肥和农药养活的、不是

“一招鲜、吃遍天”的东西，就不好意
思再高攀那个生态农业的“高大上”
了。正因为此，县里下决心引进台
湾的品种和技术，创办台湾农民创
业园；招来 10 亿元工商资本，建设

海亮有机农业观光体验基地；并谋
划打造国际国内精品荟萃、九大色
系异彩纷呈的大江南牡丹园。为了
擦亮“中国杨梅之乡”的金字招牌，
浙江杨梅研究院已落户仙居，将集
聚天下杨梅培育、种植和加工的“各
路神仙”在此各显身手，大展宏图。

再来看看生态旅游业。关于旅
游业的发展目标，县里的手笔也是够
大的。一句“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的口号，就把他们的雄心壮志昭告了
天下。一个偏远山区县这样说，是否
有点自不量力？那泰山不是垒的、火
车不是推的，牛皮也不是吹的：“长三
角最佳慢生活旅游名城”、“中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头衔，都
是省外更大范围的认可，也恰恰是仙
居特色旅游的亮点所在。譬如县里
每年举办的杨梅节和油菜花节，早已
成了浙江省知名的农事节庆旅游品
牌；而两条“观光带”，也被戴上了“中
国美丽田园”的桂冠。仅去年的“两
节”，就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8.8亿元。其中旅游者参与
的杨梅采摘一项，就让当地农民人均
增收千元。对于仙居来说，旅游的发
展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虽然
去年该县的旅游业增加值已达15.2
亿元，税收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
15.1%，那也不过是“冰（金）山的一
角”。随着永安溪小流域景区、大神仙
景区和淡竹原始森林景区的保护性修
复和开发，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和
文化双遗产申报，全域“山水画”的景
观和品牌效应彰显，那生态旅游广阔
的发展前景，还远远在后面呢！

最后再看看生态人居业。“污水
要纳管、活水要穿村、人畜要分离、
见缝要插绿、一户多宅要拆除、门前
屋后要整洁”的“六要”，就是仙居全
民参与的“我爱我家”环境综合整
治。不是搞“五水共治”吗？自觉自
愿的投工投劳回来了。不是搞“三
改一拆”吗？“穿衣戴帽”的“黄皮屋

（赤膊房）”治理也开始了。宋真宗
当年以“洞天名山，屏蔽周卫，而多

神仙之宅”，赐名仙居。在经过如此
大规模的工业化浪潮洗礼之后，仙
居县境内森林覆盖率仍高达 78%，
出境断面水质和饮用水水源水质达
标率均为 100%，殊为不易。最难得
的还是，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连续
三年都在 96%以上。如今这样的蓝
天白云、绿水青山，到哪里去找？生
活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之中，又是何
等的幸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各行各
业在不断进行细化和专业化分工
的同时，却又在显著深化着互相之
间的联动和融合。一个人离不开
吃住行，这既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命
和生活需求，又是最现实的产业和
生产供给。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
生态人居，就是生态文明大背景下
人类的吃住行。由此可见，生态经
济并不玄妙，其实就是自然界生态
环境和人类基本供求吃住行的良
性互动、有机结合。平原和城市显
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主战场，山
区和乡村不必也不可能照搬他们
的发展路径，而走好生态经济发展
之路，则是把自己丰富的生态资
源，转化为雄厚的生态资本最明
智、最现实的选择。

（作者为区域经济研究学者）

山区和乡村发展的明智之选

记者 颜伟杰 通讯员 厉宝仙

“我们的春马铃薯品质很
好，上门收购每公斤也能卖四五
元，一亩可收 1500 多公斤，亩均
产值能有 6000 元左右。”近日，兰
溪市梅江镇西塘下村村民柳开进
正忙着对采收后的马铃薯田地翻
地整畦，准备再播一季春马铃薯。

当人们对生活的追求越来越
精致，马铃薯、玉米、荞麦、番薯等
旱粮对于改善和调整饮食结构的
作用正被更多人认识，旱粮也渐
渐成为不少家庭餐桌上的新宠。

田间地头，曾经是粮食生产
“配角”的旱粮，这两年也越来越
受到农户的欢迎和重视。据统
计，今年全省旱粮面积预计达到
667.3 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三
分之一多，比上年增加 29.8 万亩，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全部得益
于旱粮。

“发展优质旱粮，已成为我省
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农民收
入的新途径。”省农业厅农技推广
中心黄国洋说。

新品种走上餐桌
“在浙江这样的地方推广旱

粮，品种很重要。”兰溪市农作物
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吴美娟说，相
比一般的马铃薯，兰溪的春马铃
薯选用了早熟高产品种，播种早、
收获上市早，而且吃起来鲜嫩爽
口，深受杭州、上海等大城市消费
者的欢迎，价格也非常好，在省内
外市场有了较高知名度。

但是，以前农民种的土豆是
没人要的。吴美娟介绍，因为口
感差，兰溪的土豆一度只被当地
农民作为猪饲料，可又不能不种，
因为兰溪的土质非常适合种土
豆。“所以我们全国跑，引进各地
的土豆品种试验。最后才定下了

‘东农 303’、‘中薯 3 号’等品种。”
吴美娟说。

无独有偶，在我省甘薯传统
特色加工产品“烤薯”的主产区
——丽水遂昌县，15 万亩农田有
近半种植旱粮，而番薯的种植面
积几乎是所有旱粮的一半，达到
近 4 万亩，这其中，由省农科院研
发培育的番薯品种“浙薯 13”，在
遂昌遍地开花。

据了解，省农科院研发的“浙
薯 13”品种，从 1999 年起便开始

在遂昌试验示范，因为淀粉含量
高、水分少，在温差大的山区糖化
速度快等特点，迅速取代“舟农白
皮”等老品种，到 2001、2002 年开
始大面积种植，成为主导的甘薯
新品种。

大洞源村 52 岁的村民俞娇
茹，从她开始种田，家里的地里就
没少过番薯。“早些年我们种的老
品种，没什么产量，做成烤薯只是
给家里小孩子当零食。”俞娇茹
说，现在种的“浙薯13”，加工成烤
薯后颜色金黄、软糯香甜，每年为
村里创造超过150万元的产值。

而在省农科院甘薯组专家季
志仙看来，番薯的“文章”远不止
这些。省农科院在龙游等地种植
的菜用甘薯——番薯芽，经过两
年多时间培育和推广，这种新品
种番薯茎秆不用剥外皮，吃起来
脆嫩、香甜，口感更好，现在早已
被市场接受，为当地农民增收提
供了新途径。

新模式扩产增收
磐安县冷水镇潘潭村农民卢

荣根创办的五谷神粮食专业合作
社，3000 亩土地都采用“浙贝母+
甜玉米+晚稻”的种植模式。“鲜贝
母亩产值 2.7 万元，甜玉米亩产值
1400 元，水稻亩产值 1600 元，三
季相加超过 3 万元。”卢荣根说，
更重要的是，通过水旱轮作，改善
土壤，降低农作物病虫害，有利于

第二年浙贝母的生长。
这两年，我省积极探索粮经结

合新模式，实现了粮经双丰收。黄
国洋介绍，通过引导农民创新农作
制度，鼓励水旱轮作、旱地间作套
种、林下套种等新型农作制度，增
加旱粮播种面积，提高旱粮生产效
益。目前，我省已经探索出 10 多
种旱粮高效栽培模式。

旱粮效益的提升，为我省守
住粮食生产红线分担了部分压
力。在粮食安全日益被提及的今
天，坚持口粮基本自给，我省粮食
生产提出了三条“红线”——保持
300 亿斤生产能力、160 亿斤生产
总量和 55 亿斤储备，从 2008 年以
来，我省粮食总产已连续 6 年低
于160亿斤。

要守住粮食总产“红线”任务
越来越艰巨。黄国洋介绍，以前因
种粮效益较低，我省的粮食总产连
年下降，不过今年得益于旱粮效益
的提升，旱粮播种面积增加，我省
粮食生产形势较好，自 2010 年以
来，再次拥有1900万亩。

这也说明了在扩大旱粮种植
面积、提高单产和挖掘市场方面，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还有很
大的潜力可挖。从去年底开始，
我省陆续出台加快发展旱粮生产
措施，实施旱粮种植直补政策，在
执行中央和省级大小麦生产扶持
政策基础上，省财政对经认定的
连片 100 亩以上旱粮生产基地种

植者，按种植面积给予每亩 125
元的补贴；对在果园、桑园和幼疏
林地间作套种同一旱粮作物 100
亩以上的种植者给予每亩 20 元
的补贴。

给力的政策，有效地调动了
农民的积极性。海盐县年丰家庭
农场主王钰去年冬天种植了 300
多亩小麦，“自从省政府出台小麦
订单收购并实行订单奖励政策
后，我特地季节性流转了 300 多
亩冬闲田种小麦。”王钰说。

据了解，通过旱粮高产优质
基地建设，我省将初步形成浙中、
浙南、浙西三个旱粮产业带。

深加工拓宽市场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关

注，一直作为配角的营养丰富的
粗粮，在餐桌上的地位也在悄然
发生变化。如何研发加工出旱粮
新产品，使其类型、口味更丰富，
更符合市场需求？浙江农民凭借
着历史形成的知名农产品和敏锐
的市场头脑，对旱粮加工、上市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已经延伸覆盖
到了全产业链。

遂昌县石练镇的遂昌金色食
品有限公司，从 1998 年开始便专
注于薯类加工。最初，他们从农
户手中收购半成品做真空包装、
杀菌，但每个农户的制作工艺都
有着微妙差异，收购来的粗加工
品水分、色泽、厚度不一，产品质

量很难保持。
于是，夫妇俩与省农科院的

专家一起，研究起工厂化的烤薯
加工工艺。如今，金色食品自主
研发、定制的烤薯机械化加工流
水线投入使用，不仅打出了“只要
是‘浙薯13’品种，我们都收购”的
霸气宣言，更引导农户种植番薯。

浙江海通集团则通过“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帮助农户打
开旱粮出口市场。“我们在宁波、台
州等地建立了10万亩旱粮订单生
产基地，每年消化蚕豆、毛豆、玉米
等旱粮 12 万吨，年出口量达 6 万
吨，为3万多农民提供了旱粮的销
售渠道。”企业负责人说。

产品的深加工日渐增多。浙
江晨云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包
重 400 克的有机玉米面条售价 20
元左右，比用细粮制作的面条贵
了三分之一；此外，用旱粮加工而
成的饮料，如红豆汁、绿豆汁、紫
薯汁等，因为可以方便地“以喝代
吃”，也很受消费者青睐，浙江娃
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八宝粥
就是其中的代表。

更全面的整合也屡见不鲜。
如诸暨的“同山烧”高粱酒，带动
了同山、牌头、安华等山区镇为中
心的红高粱种植 2.8 万余亩，同时
打造出了以红高粱为特色的“美
丽园区”、高粱酒烧制休闲旅游示
范景区，变身成为种植加工、休闲
旅游的全产业链基地。

发展旱粮成稳粮增收新途径

五谷杂粮，配角也精彩

随着乡村旅游业发展，番薯枣需求量越来越大，永嘉山区农民纷纷开办番薯枣加工厂，图为岩头镇西下村村民忙着晾晒番薯枣。 叶圣义 苏巧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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