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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经济
参考报》7月9日刊发题为《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再扩容》的
报道。文章称，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迎来扩容。国家发改委
日前公示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以下简称“示范
园”）创建名单，北京市密云区巨
各庄镇蔡家洼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等110个单位入列，涵盖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等32个省市
自治区。记者获悉，作为产业振兴

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正获得从中央到部委密
集政策力挺。

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此前印发
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提出，到
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分三批次认定
300家示范园。示范园在基础设施
建设、园内企业发行债券、用地计
划等方面都享受支持政策。今年2

月，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7

部委联合印发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名单。据悉，示范园创
建旨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中央部
门、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多
个部门频频强调加强农村产业融
合。比如，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增强乡村产业聚合
力。跨界配置农业和现代产业要
素，促进产业深度交叉融合，形成

“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推进
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
产业融合，发展创意农业、功能农
业等。推进农业与信息产业融合，
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

近日召开的全国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暨农业产业强镇建设现场会也
强调，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路
径，推进政策集成、要素集聚、服
务集合、企业集中，加快建设一批
农业产业强镇。会议要求，推动农
村产业融合再上新台阶。建设一批

产业园区、农业产业强镇，打造一
批农村产业融合集群。强化政策扶
持，为农村产业融合和乡村产业振
兴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李国祥对《经济参考报》
记者表示，产业融合是农村产业振
兴的必由之路。目前农村产业政策
总体较为分散，三产融合应着眼于
建立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加强政
策整合，重点解决资源约束问题，
强化体制机制改革。

发改委公示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再扩容

帮扶单位购买种牛种羊，交由
企业或合作社集中管理，贫困户全
程不参与，到了年底坐等分红；小
额扶贫信贷，钱不给贫困户，统一
交由企业使用，贫困户定期“领”
利息；用于发展产业的财政资金，
最终被买了商铺，每月将租金返还
给贫困户……

类似简单化“分红式”扶贫，
考核上“立竿见影”，但由于容易
助长一些贫困户“坐享其成”的等
靠要心理，自我发展能力并未同步
提升，“富果”虽结，但“穷根”
难除。

多地扶贫干部和相关专家认
为，由于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的情
况千差万别，“分红式”扶贫在一
些时候是必要的，不能一刀切否
定。但随着精准扶贫临近收官，
“救急”的任务接近完成，应更多
地考虑长效，特别是在后续资金管
理上，要提早出台政策，做好相关
指导。

不出钱不出力，

“坐享其成”

记者日前在西部某贫困县采访
时发现，几个被村民认为好吃懒做
的贫困户，靠财政奖补资金、小额
贷款入股村里合作社或企业帮扶的
产业项目，自己不出一分钱、不出
一份力，即可获得每年上千元收

入。
在一个村里有名的“懒汉”家

中，记者试着问该贫困户，是否会
利用“分红”得来的资金，用于发
展自家的产业，该贫困户回答 :

“有了就花掉，哪管以后。”
南部某贫困县统筹使用用于产

业发展的扶贫资金，将部分资金投
资建设商铺，商铺建成后用于出
租，出租收益用于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贫困村集体分红。但记者了
解到，这栋商铺大楼实际还在建设
中，并未产生任何收益。但该县却
在去年就已经给贫困户和村集体
“分红”。

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类似这
种“分红式”扶贫，不同程度地存
在于全国各地的产业扶贫中。类似
“分红式”扶贫，在扶贫资金集中
使用、更有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却
助长了一些贫困户的“坐享其成”
心理，扶贫却未“扶志”。

贫困户对项目

“一问三不知”

记者走访多位贫困户家中发
现，家中扶贫手册上注明了入股分
红项目和具体金额，但贫困户对这
些项目、产业几乎“一问三不知”。

多名基层干部担忧，这种“分
红式”扶贫，贫困户参与较少甚至
完全不参与，无法让贫困户提高自
我发展能力，与通过产业扶贫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初衷相违背。

一些扶贫干部坦承，不用参与
劳动就可以享受分红，客观上也会
在贫困户之间造成不公平影响。与
此同时，简单的分红，对长效脱贫
也带来隐患。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
分析，一些贫困户虽然现在每年有
固定分红收益，实现了脱贫，但一
旦签订的协议到期，企业或合作社
停止分红后，这些贫困户很可能再
次返贫。

除对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产生
消极影响外，部分基层干部与专家
学者还担心，这种分红式或资产性
收益扶贫模式，在后续资金管理上
存在一些风险隐忧。

“这些‘分红式’的扶贫项
目，本金如果是通过小额信贷，签
约到期后，企业还可以直接还给银
行，但如果是帮扶单位筹集或是财
政下发的扶贫资金，签约到期后，这
些本金归属谁?企业在经营出现一
些问题后，又该如何应对?村里建设
的光伏发电、水电站等有固定收益
的扶贫项目，脱贫攻坚结束后，这些
收益又该如何分配?”多名扶贫干部
分析，驻村工作队在村里时，问题一
般不会出现，但驻村工作队撤走
后，这些本金难免出现流失。

未雨绸缪，

做好指导和预警

“扶贫本质上是一项经济和社
会发展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有根
本区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
员吕德文分析认为，产业扶贫在实
践中之所以出现类似“直接发钱”
操作，“速成”式帮助贫困户提高
收入，根本原因在于把扶贫当成了
福利。

“有的地方在发展产业时，确
实也会遇到资源禀赋和市场对接难
题，产业扶贫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
开展。”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球
认为，对于已经建立健康的利益联
结机制，不仅能给贫困户分红，还
能带动他们学习到技术，提升市场
意识，这样的“分红”是值得鼓励
的，但类似于直接“送钱送物”、
只为完成数字考核的“分红”，应
当禁止。

为此，部分专家和扶贫干部建
议，对待“分红式”扶贫，要做好
指导和预警工作。

华南一位扶贫干部建议，实施
“分红式”扶贫，不能简单无差别
操作，应对贫困户进行区分，“组
织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在公开
公正公平的前提下，对贫困户的劳
动能力进行区分和界定，杜绝一些
明显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坐等分
成，杜绝养懒汉。”

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期盼，加
强对入股式扶贫的本金管理，应未
雨绸缪提前立规，让签约期限到期
后对本金的处理有明确的依据。

（据新华社）

分红式扶贫：警惕结了“富果”未除“穷根”

据新华社上海7月7日电 传统
农业碰撞“智慧”大脑会有多酷
炫？上海市崇明区的“农业智慧大
脑”日前开始试运行，未来，种田
不仅要“靠经验”，更要“靠数
据”。

高分辨率卫星从高空中给区域
内的地块拍照；再通过算法对这些
地块进行精准分析；最后通过人工
比对，区域内的土地就有了一张详
细的全身“扫描图”。

“卫星根据农业生产的需求对

崇明的农田等地块进行全覆盖的扫
描，精准度高达98%。如果有地块
挪用、虚报面积等行为，卫星图像
可以实现预警。”上海卫星工程研
究所高分中心负责人赖健说，这是
高分中心首次利用卫星，进行智慧
农业的尝试。目前，卫星对地面的
观测精度可达到1米。

这张“扫描图”为地块核查等
工作节省大量人力和时间。崇明区
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集
慰介绍，过去如果发放农业补贴，

需要对数据进行人工核查，往往需
要三四个月的时间；现在只需要将
数据和卫星图进行比对，结果一目
了然，“补贴可以更精准快速地送
达农户手中。”

在崇明，记者看到，北湖、新
平、春润等五个试验基地中已经安
装了近百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不
仅可以识别农户在农田中人工除
草、病虫害防治、采收等农事行
为，还可以对水稻等农作物进行智
能识别，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比

对水稻生了哪种病。
识别了“生病”，这一系统还

试图为水稻“治病”。据介绍，当
识别出病虫害类型后，系统会自动
给出下一步的处置建议，并经过农
业专家的双重审核，指导农户及时
处理。

“有了摄像头的识别，农户多
施了肥、多打了药，都可以通过智
能动作识别和比对出来，以从源头
保障粮食种植的绿色、安全。”陈
集慰说。

种地也靠数据！上海崇明为农业安上“智慧”脑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报
道，近日，生态环境部通报2019年
县级水源地环境整治进展：截至5

月底，在3626个水源地问题中，
1991个已完成整治，总体完成率为
55%，达到序时进度要求，但工作
进度很不平衡。目前，山西、辽
宁、海南、北京、吉林、甘肃、河
北等省份整治进展低于平均水平。

按照水源地保护攻坚战部署，
在去年已完成长江经济带11省市县
级及以上水源地整治的基础上，今
年需完成其他20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县级及以上水源地
环境问题清理整治。通过现场监督
和实地调研，在各地自查的基础
上，发现县级水源地存在各类环境
问题3626个，涉及156个地市527个
县899个水源地。从整治情况看，
各地层层压实责任，积极推进水源
地问题整治，水源地问题整治取得
积极进展，但工作进度依然很不平
衡。

7月8日，28种蔬菜平均价格比上周五上涨1 . 7%———

不利天气等多重因素致菜价小幅上涨
本报讯 据《经济日报》报

道，7月8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
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4 . 13元/公
斤，比上周五上涨1 . 7%。

“全国蔬菜价格一改前期连续
5 周 的 下 跌 态 势 ， 近 来 止 跌 回
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研究员孔繁涛说。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6月17

日以来，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
平均批发周均价连续两周环比上
涨。第25周和26周均价分别为每公
斤3 . 79元和3 . 89元，环比分别上涨
0 . 3%和2 . 65%。

在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洋葱是最近价格波动最大的品
种。上周，新发地洋葱批发价周环
比大涨16 . 13%，年同比暴涨125%。

近期蔬菜价格为何明显上涨？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
首席分析师张晶认为，一是因为近

期南方暴雨洪涝和北方干热晴晒等
不利天气，二是因为春季北方产区
气温较往年偏低，蔬菜种植时间有
所延后，导致集中上市时间有所推
迟。

张晶预计后期全国菜价仍以低
位运行为主。从全年来看，受上半
年菜价水平偏高影响，预计下半年
部分品种扩种意愿较强，如果不发
生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后期及秋冬
蔬菜供应有保障，蔬菜整体价格或
将高于去年，但涨幅有限。

生态环境部通报

部分县级水源地

环境整治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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