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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武城县老城镇
边的棉花收购、加工企业一片
萧条。棉花价格持续低迷，不
只棉农焦急，棉花加工企业也
急。武城县老城镇少林榨油厂
厂长龚少林说，以前生产棉籽
油利润可观，可现在要亏本。

龚厂长告诉记者：现在县
里有 80% 的棉籽油厂都关门
了，生产棉籽油亏本主要集中
在 2008 年 11 月到 12 月份，

原因是一开始收购棉籽的时候
每斤 1 . 4 0 到 1 . 5 0 元，而榨
出的油只有每斤 2 . 9 0 元，而
前年棉籽油价格高达每斤
6 . 7 0 元；生产棉籽油时，出
的棉绒由去年每吨 6700 元下
降到今年 2400 元一吨，棉粕
由前年的每吨 1600 到 1700 元
下降到现在的每吨 1200 元。
10 月份大量购进棉籽的榨油
厂，赔钱太多，很多都被迫停

产。
陵县于集镇温

家村一小型榨油厂
是典型的因为棉花
价格低迷而亏损停
产的企业。该厂负

责人孙志刚讲：“从去年 9 月
份开始，厂里共收购棉籽 10 0
多万斤，现在厂里存着大量的
棉籽油、棉绒和棉粕，如果按现
在的价格全部卖出去，算下来
要赔十五六万元。眼下，棉籽的
价格下来了，想重新干，但是没
资金了，干不起来了。”

去年 10 月份以来，棉花
收购价格持续下跌，棉农普遍
观望、惜售；另一方面，受全
球经济下滑等因素影响，国际
国内市场棉花需求下降，销价
低于进价，收购加工企业收得
越多亏得越多，纷纷慎收或停
收，陷入两难。

夏津德鑫棉业有限公司是

一大型棉花收购加工企业。
据经理田九栋介绍：去年 10
月份也停了 2 0 天未敢收购
棉农的棉花，当时，收一吨
棉花要赔 4 0 0 到 5 0 0 元，赔
得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赔 2 万
多元。

有关专家表示，面对当前
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复杂的
国内外棉花市场形势，去年棉
花产业出现一系列价格倒挂，
凸显了巨大亏损风险，将对棉
花市场稳定和明年棉花生产产
生严重不利影响。（完）
本报记者 杨德超 张天银

进价高于售价 棉企亏损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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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1 月 15 日讯
今天，省消费者协会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布了中消协确立的
200 9 年消费年主题：“消费与
发展”，并通报了 2009 年 3·15
期间，我省为贯彻落实年主题
而将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拉开
了今年 3·15 活动的序幕。

我省为贯彻落实“消费与

发展”年主题活动，将在 3 月
14 日至 16 日，会同省和济南
市有关部门、名优企业，在济
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
2009 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纪念大会暨名优企业形象和
名优商品(服务)博览会，拉动
消费，扩大内需，活跃市场，
促进发展。 (本报记者)

今年消费年主题：消费与发展

1 月 14 日，临沂市罗庄
区种粮大户唐开平(左)接过了
福田雷沃 704 拖拉机钥匙。日
前，作为山东省唯一代表，唐
开平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粮食
生产大户标兵”称号，并获奖
励一台价值 10 多万元的福田
雷沃 704 拖拉机。

近年来，唐开平在发展粮
食生产上，不断探索新路子，
在自己承包的 42 0 0 亩土地
上，实现了粮食生产的优质、
高效。 2008 年，唐开平共生
产粮食 41 8 9 吨，实现效益
126 万元。 (田洪刚 摄)

种 粮 大 户
载 誉 归 来

1 月 1 5 日，东营市河口
区，室外气温低至-7℃。但对
义和镇六顷五村史保兴、乔秀
兰夫妇来说，今天心里却格外
暖和：省计生委、东营市及河口
区的有关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他
们家，给他们送来 1500 元的现
金及米、面等生活用品。

省计生委与东营市结成三
下乡对子，决定在春节前集中
帮扶计生困难户。此次结对帮

扶，省计生委拿出 10 万元的现
金及物品，共帮扶四家计生贫
困户，救助 20 名计划生育贫困
女孩，同时向河口区有关乡镇
及村帮扶 16 台套影像设备及
3200 册计生图书。

图为省计生委杨心胜副主
任（右一）正在了解计生贫困户
的家庭情况。

记者 王星 通讯员 巨
云田 摄影报道

“温暖”送给计划生育困难户

日前，省委、省政府出台
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发
[ 20 0 9 ] 1 号文件精神促进我省
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
意见》( 讨论稿) ( 以下简称
《意见》) ，并将作为今年我
省 1 号文件下发。

开展农村宅基地有偿取得

和退出试点

《意见》明确，要赋予农
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将符合法律规定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全部发放
到户。划定基本农田，设立统
一的永久保护标志，并落实到
地块、标注在土地承包经营权
登记证书上，严禁擅自调整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改变基本农田
区位。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
度，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
策，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
物权，开展农村宅基地有偿取
得和退出试点。完善征地补偿
制度，积极探索留地安置、就
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等多种
安置方式，对依法征收的农村
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的原
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
和农民合理补偿，对失地农民

办理社会保障。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

布局，实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
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政
策。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
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
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
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
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
合法权益。建立城乡统一的建
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
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
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
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
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大幅度
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
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
例，耕地占用税税率提高后新
增收入全部用于农业，土地出
让收入重点支持农业土地开
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实行股份制改造促进农村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意见》提出，要深化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集体
所有各类资源性、经营性资产
实行股份制改造，发展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合作、农村社区股

份合作，促进农村集体资产保
值增值。

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
围，推广大型农业生产设备、
四荒地使用权、林权、渔权和
应收账款、仓单、可转让股
权、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
等权利抵(质)押贷款。允许农
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
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
范围，增加险种，加快建立农
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
制，鼓励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
保险和商业保险业务。对涉农
贷款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
政策。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建设，积极防范和有效化解金
融风险。鼓励各级设立政策性
农业投资公司和农业产业发展
基金，为整合支农资金、拓展
金融渠道搭建平台。

扩大县乡(镇)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

《意见》提出，要扩大县
级经济管理权限。对省委省政
府已经明确下放给县一级的各
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不得以

任何理由上收或变相上收。对
国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准下
放的权力，应尽可能下放，省
垂直管理部门在县级延伸机构
统一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组织的
评议考核范围，领导干部任免
应事先征求地方党委意见。调
整涉农项目配套政策，在对
30 个欠发达县取消农业综合
开发、动植物疫病防控配套资
金的基础上，继续对欠发达地
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重点泄
洪河道治理等公益性项目加大
补助力度。

增加对县乡财政一般性转
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县级财
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
重，探索建立县乡财政基本财
力保障制度，增强县乡财政对
“三农”的支持和保护能力。推
进“乡财县管”改革，加强县乡
财政对涉农资金的监管，逐步
建立资金稳定、管理规范、保障
有力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
机制。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办法，开展财政奖补试
点。按照“先化解，后奖补”的原
则，对各地化解农村义务教育
债务给予奖励，确保 2010 年全
面完成化解任务。

开展扩权强镇试点，选择

部分省级重点中心镇，依法赋
予其在投资审批、工商管理、
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
限。凡是国家法律法规和省里
赋予县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原
则上都可以下放或委托试点镇
行使。扩大镇级财权，开展财
税分成试点，提高镇级留成比
例，在中心镇范围内收取的规
费，地方留成部分向中心镇倾
斜。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前提
下，有规划有步骤的开展村庄
合并工作，以中心村为载体，

建立新型农村社区。
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20 1 2 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
革任务。推行事业站所分类改
革，力争三年内普遍健全乡镇
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
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
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
级服务站点。创新公益性服务
机制，可通过项目招标、政府
采购等方式，向经营实体或社
会服务组织购买服务。

(张海峰 李剑桥)

农村集体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
我 省 将 发 布 今 年 1 号 文 件 部 署 农 村 改 革 发 展 事 项

在 1 月 25 日召开的全省
农村工作会议上，齐河县、诸
城市、淄博市临淄区、曲阜
市、阳谷县、苍山县、单县、
曹县、济南市历城区、惠民县

等 10 个粮食生产先进县(市、
区)获得省委、省政府表彰，
各奖励农技推广车一辆。

(记者 王德贞 杨德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