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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地区经济

■ 卢蒙

近年来，安徽省宿州市抢抓乡村

振兴战略机遇，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在

保粮稳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设施蔬

菜产业富民兴村，为全省贡献了 14.5%
的蔬菜产量，谱写了以绿色发展驱动

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助推

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宿州市统计局

近期对全市 175 个设施蔬菜从业者开

展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宿州设

施蔬菜种植规模相对稳定，销售渠道

通畅，亩均效益高，群众种植设施蔬菜

意愿积极，为全市“菜篮子”供应充足

提供了坚实保障。

规模种植增效益

宿州市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特色

产业优势，深入推进现代蔬菜园区建

设，着力提升种植科技水平。全市共

有蔬菜生产基地 400余家，因地制宜调

优做强蔬菜产业结构，引导提高设施

蔬菜生产比重，全市形成莴苣、辣椒、

胡萝卜、食用菌等 20余种特色经济作

物集中连片的布局，打造出 40个专业

化和标准化管理的蔬菜生产基地，辐

射带动蔬菜全产业规模化、区域化发

展。2023年全市设施蔬菜面积达31.6万

亩，产量达 71.3万吨，蔬菜产量居全省

第五位，同比增长 1.7%，为全省菜篮子

工程贡献了宿州力量。

调研显示，在设施农业中，塑料大

棚因建造容易、使用方便、投资较少而

受到广泛采用。全市 57.1%的温室设

施类型是塑料大棚，24%的温室设施类

型是中小拱棚，而日光温室和连栋温

室仅占 2.9%和 0.6%。在“耕种管收”各

环节中，52%以人工作业为主、机械作

业为辅。塑料大棚虽然在挡雪、保温、

机械化、自动化、规模化方面有短板，

但比较适合在劳动力丰富、种植规模

偏小的县区使用。如泗县墩集镇石梁

河生态农业合作社以种植有机蔬菜为

主，自合作社成立以来，通过土地流

转、分红入股等形式整合周边 200余亩

零散土地集中种植，主要种植模式均

以塑料大棚为主。

精准对接拓市场

宿州市紧抓与杭州市结对合作机

遇，充分利用农交会扩大名优农产品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创建省级长三

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28个，

常年外销占宿州市蔬菜总产量的 60%
以上。调研显示，54.3%的受访户销

售途径是经销商上门收购，46.9%的

受访户销售途径是直接对接商场超

市，20.6%的受访户销售途径是由合

作社统一销售。如受访企业灵璧县

杨疃镇的宿州中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双孢菇等菌类，年产食用

菌 2万余吨，销售途径主要以订单合同

为主，由经销商上门收购直接销售到

福建、上海、江苏等地的大型商超、农

贸市场。

与此同时，宿州市鼓励蔬菜种植

基地与超市建立以“订单”为纽带的长

期产销协作机制，百果园、永辉超市等

与全市蔬菜种植基地签订采购合同，

推动农产品集散中心与 50余家蔬菜种

植基地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绿色生产提品质

当前，设施蔬菜生产正值冬季田

间管理关键时期。宿州市农技推广系

统全面实施设施蔬菜“千人指导 万人

培训”农技提升行动，重点开展设施蔬

菜应对持续低温少光照、暴雪等极端

天气的技术指导与培训，线上线下同

步发力，助力设施蔬菜增产增收，为

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技术

支撑。

为提升优质农产品的供给能力，

宿州市不断加大蔬菜生产过程监管，

深入实施有机肥、生物农药增效行动，

全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建成

国家级蔬菜标准园 14个、省级蔬菜标

准园 45个；根据耕作制度、土壤类型等

因素，建设 126个耕地质量监测点，其

中国家级 5个、省级 10个，农业面源污

染监测体系进一步完善。

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大幅

度提升了农民的收入，也激发了农户

的种植积极性。从调查问卷来看，

62.3%的受访户温室设施是 3 年内新

建的，31.4%的受访户温室设施是 5 年

内新建的。结合经济效益来看，经

济作物收益高于粮食种植收益，这

也是吸引群众开展设施蔬菜种植的

主要原因。如泗县屏山镇吴店村的

嘉艺种植家庭农场主要种植大蒜，亩

均效益为 8000-10000 元，带动周边

10 余户农户参与种植，共赴致富奔康

之路。

聚力发展“菜园子”，拎稳市民“菜篮子”——

宿州市设施蔬菜前景向好

■ 叱干攀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基本途径，

是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力量。国家统计局咸阳调查队近期从

供需两端入手，对陕西省咸阳市彬州、

泾阳等 5个县（市）的 40家农业社会化

服务主体和 40个服务对象（普通农户）

开展专题调查，了解全市农业社会化

服务发展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咸阳

市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支持力度较

大，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效

益稳步提升，降本增产效果明显，农户

对服务总体满意度较高。

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类
型多样化

近年来，咸阳市把推进社会化服

务项目作为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的关键，取得了明显成效。从项目推

进整体情况看，2024 年全市申请社会

化服务项目任务面积达 23万亩，实际

完 成 社 会 化 服 务 项 目 任 务 面 积 为

24.1 余万亩；承担项目的服务主体数

量为 117 个，服务小农户 3.44 万户，服

务小农户和粮油作物的面积分别为

18.59 万亩和 14.78 万亩，服务资金规

模分别达到 1666.5万元和 1149万元。

从服务类型来看，调查的 40 家服

务主体主要提供生产、销售、农资等方

面服务。从服务数量来看，40 家服务

主体 2024 年服务数量为 3.88 万个，同

比增长 26.2%，其中服务农户数量为

3.07万个，同比增长 26.6%。从服务面

积来看，2024 年服务面积为 19.7 万

亩，同比增长 12%，其中服务农户面积

16.5万亩，增长 16%。农业社会化服务

环节涉及耕作、播种、防治、收割和分

阶段分环节服务以及机械化作业服务

等全流程，降本增效成效显著，促进了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政策支持力度大，农户总体
满意度高

2024年咸阳市申请农业社会化服

务项目资金 2300 万元，实际兑付资金

达 1321 万元，资金使用效益得到有效

发挥。调查显示，在 40家农业社会化

服务主体中，25家享受过资金补贴，占

比 62.5%；27 家享受过人员培训，占比

67.5%；26 家享受过技术支持，占比

65% ; 11 家 享 受 过 贷 款 优 惠 ，占 比

27.5%；12家拿到过农业生产托管项目

补贴资金，占比 30%。从政策效果看，

享受过资金补贴的 25家服务主体明显

增加了在引进技术、农机具购买等方

面的投入，其中引进先进技术的占

56%，添置农机具的占 52%，提高员工

福利待遇的占 12%。

调查的 40家农户中，37户使用了

农业社会化服务，占比 92.5%。其中，

需求最多的是生产服务和农资服务，

分别占使用服务农户总数的 97.3%和

78.4%；其次是销售服务和信息服务，

占比分别为 40.5%和 21.6%；金融服务

使用相对较少，仅占 2.7%。从满意度

看，有9户对服务非常满意，占比24.3%；

16户比较满意，占比 43.2%；10户认为

一般，占比 27%；仅有 2户不太满意，占

比 5.4%。

从具体服务效果看，调查的农户

认为使用服务对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

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效果最明显，其

中认为提高了农作物单产水平的占比

86.5%；认为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的占

比 70.2%；认为拓宽了销售渠道和加快

了农业技术应用的分别占比 27%；还

有少部分农户认为避免了土地撂荒和

人力不足的问题。

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服务
主体效益提升

咸阳市大力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

项目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将农业生产

社会化要素融入平台研发中，通过科

技赋能激发平台活力，充分发挥数字

化平台补短板、强弱项作用。2024 年

全市共有 8个县（市）承担农业社会化

服务项目任务，其中，由政府自建智慧

监管平台的县市有 3个，主体自建智慧

监管平台的县有 2个，全市通过智慧监

管平台录入的承担社会化服务项目主

体数量达到 68家。通过不断加强智慧

监管平台建设，有力促进了社会化服

务项目规范化实施和管理。

从经营收入看，2024年，40家服务

主体服务收入共计 2779.6 万元，同比

增长 14.7%。其中 16家的收入与去年

基本持平，占比 40%；6家收入增幅在

5%-20%，占比 15%；5 家收入增幅在

25%-50%，占比 12.5%；3 家收入增幅

超过去年1倍以上，占比10%；还有10家

收入负增长，占比 25%。从服务费用

看，70%的服务主体对农户收取的每亩

服务费用较去年保持不变，22.5%的服

务费用下降，7.5%的服务费用有所上

升。从服务成本看，60%的服务主体表

示 2024 年服务成本同比基本持平，

27.5%的服务成本同比上涨在 10%以

内，7.5%的服务成本上涨超过 10%，还

有 5%的服务成本有所下降。

小农户接轨“大农业”
——咸阳市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

本报讯 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卫调查队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宁夏

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粮食总产量70.72万吨，同比增长1.92%；产量连续12年

稳定在 65万吨左右，首次迈上 70万吨新台阶。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政策扶持凸显成效。2024 年，全市粮食播

种面积为 191.56 万亩，较上年增加 1095 亩，保持稳中略增态势。其中，

夏粮播种面积为 16.09 万亩，较上年增加 1721 亩；秋粮播种面积为

175.47 万亩，较上年略减 626 亩。这得益于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如对

集中连片种植春小麦的农户，给予 150-390 元/亩的补贴，进一步激发

了种粮积极性。与此同时，中卫积极动员农户投保三大粮食作物完全

成本保险。2024 年，中卫市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承保面积达

35.04万亩。

——粮食产出能力提升，土壤墒情助力增收。2024 年，全市粮食总

产量 70.72 万吨。其中，夏粮产量 3.84 万吨，较上年增加 4311 吨，增长

12.7%；秋粮产量 66.89 万吨，较上年增加 8941 吨，增长 1.4%。土壤墒情

好于常年，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平均降雨量 349.8 毫米，较 2023 年增加

140.6毫米，较常年降水距平百分率为 39.7%，为粮食生长和产量增加创造

了有利条件。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业科技支撑显著。2024 年，全市粮

食单位面积产量 369.2公斤/亩。其中，夏粮单位面积产量 238.4公斤/亩，

较上年增加25公斤/亩；秋粮单位面积产量381.2公斤/亩，较上年增加5.2公

斤/亩。中卫市实施粮食高质高效生产示范项目，集成推广优良品种、旱

作区垄面集雨栽培、绿色防控等技术，建设了玉米、小麦、小杂粮、马铃薯

高质高效及单产提升示范区 10个共 9500亩。大力开展统防统治与绿色

防控，建设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示范区 36个面积达 8080亩，示范

带动 52.26 万亩，粮食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56.29%。持续开展

测土配方施肥与化肥减量增效项目，围绕粮食作物建设示范区 1.6万亩，

全市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293万亩，覆盖率达 92%，有力地促进了中卫市粮

食稳产增收。 张铃婷 朱昊

面积稳定 产出提升

中卫市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70万吨

太湖平均水质 30 年来首次达良好湖泊标准

本报讯 近日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获悉，太湖 2024年全年平均水质

30年来首次达到国家良好湖泊标准。

根据国家考核数据，2024年，太湖湖体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稳定保

持在Ⅱ类和Ⅰ类，总磷为 0.05 毫克/升，同比下降 3.8%，达到Ⅲ类，总氮

为 1.29毫克/升。分区来看，东部湖区、湖心区稳定保持在Ⅲ类，北部湖

区首次达Ⅲ类。

蓝藻防控实现新成效。2024年安全度夏期间，太湖蓝藻水华平均面

积、最大面积、藻密度同比分别下降 15.8%、4.3%和 17.5%。太湖湖体水生

生物多样性指数达到 3.12，首次提高到“优秀”等级。流域物种数增加到

6899种，鱼类生物量为多年平均值两倍以上。

流域治理也实现了新提升。太湖流域 206 个重点断面优Ⅲ比例为

97.6%，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15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从2007年8条劣V类

改善成全部达Ⅲ类，其中 8条达Ⅱ类，同比增加 4条。流域 19个湖库测点

水质持续改善，新增 2个湖库水质达Ⅲ类。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祖力亚提·司马义说，近年来，江苏积

极探寻太湖治理的系统方法和科学路径，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要求

相适应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流域正探索走出一条经

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径。

秦华江 陆华东

海南省首个区外全球保税维修业务试点落地

本报讯 近日从海南省澄迈县商务局了解到，经国家相关部委批准，

海南省首个区外全球保税维修业务试点近日落地澄迈，支持位于该县的

海南莱佛士油田基地运营有限公司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海洋物

探设备等产品的全球保税维修业务。

据了解，区外全球保税维修是指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以保税

维修的方式将存在部件损坏、功能失效、质量缺陷等问题的货物从境外运

入境内进行检测、维修后，再全部复运出境的新兴业态。获得全球保税维

修资质不仅将大幅提升企业与全球客户的合作黏性，为业务增长提供新

契机，还能吸引更多高端智能产业项目落地，形成集聚效应，促进相关产

业链发展。目前，海南莱佛士石油服务基地待维修的海洋物探设备来自

新加坡、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和地区。

保税维修场所内的监管部门可实时监控保税维修的全过程，并设立

保税维修专用账册，建立待维修货物、已维修货物、无法维修货物等信息

的电子底账，同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依法依规申

报所产生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和处置等信息，并配合

海关和环保部门监督检查。 吴茂辉

郑州航空港高铁多式联运项目全面建成

本报讯 近日从河南铁建投集团获悉，由该集团投资建设的郑州航空

港高铁多式联运项目全面建成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该项目已入选国家

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库，正式交付运营后，将为河南省推动交通区

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提供坚实支撑。

多式联运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输效能的重要方式。郑州航空港

高铁多式联运项目是河南省“三个一批”建设项目，也是河南省“1+5+N”

高铁物流规划布局的核心项目，总投资 5.68 亿元，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

方米。

该项目规划引入以高铁快运分拨为核心的海关监管、保税加工、安检

前置、仓储分拨等多项现代物流服务功能，正联合全球头部物流园区运营

商普洛斯开展预招商，已与高端电商、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光伏配件等

行业 10余家国内头部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依托“米”字形高铁网，该项目投运后，对进一步完善河南省高铁物流

配套设施及集疏运体系，推动高铁货运线路由“点对点”向“放射状”“网络

化”开行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打造郑州航空港站全国高铁

物流中心，加快建设‘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全面构建

现代物流全过程、一站式集成服务核心竞争力，建成 5A级、千亿级的河南

物流领军型企业，助力全国高铁物流发展。”河南铁建投集团有关负责人

表示。 郭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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