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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四川省云龙酒店
旅游天府看成都地标中轴
下榻云龙市中心闹中取静

订房专线：（028）86780888转 2或 80129
订餐专线：（028）86780888转 6

地址：成都市锣锅巷 122号

扫一扫 成会员
优惠多多 惊喜连连

据经济参考报微博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从 1978年到 2018年，在一步一
个脚印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 40年的辉煌历程。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回顾改革开放 4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
程，生动展现 40年来西南各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族群众
生活的极大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营造浓
厚氛围，《西南商报》特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征文活动，
特邀您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回望这一历史进程，表达那一个个
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一段段镌刻时代印痕的故事，以及陪
伴、改变和影响着你 40年的芳华。

一、征文对象
面向广大读者朋友，特别欢迎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

西、西藏六省、市、区供销合作社系统机关、所属企事业单位广
大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踊跃投稿。

二、征文要求
1、围绕改革开放 40周年，讲述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是你身

边的故事。主题鲜明，情感真挚，积极向上，富有新意。
2、文章标题自拟，文章体裁不限（诗歌除外），附相关图片；
3、来稿必须是原创，不得抄袭或转载；
4、字数一般不超过 1500字。
三、投稿方式
1、投稿地址：成都市锣锅巷 122号，请注明“征文”字样。
2、投稿电子邮箱：xnsbshe@126.com，请注明“征文”字样。
四、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18年底
联系电话：028-86786115
联系人：冯丹

西南商报编辑部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征文启事

视觉新闻

近日，游客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大安镇南桥村“鑫鑫葡萄园”采摘成熟的“蜜枣”葡萄。广安区以绿色、生态为主题，在
大安镇、彭家乡、石笋镇等乡镇发展葡萄、杨梅及脆李等生态农业，积极健全旅游要素配置，适时推出观光游、采摘游、生态游
等活动，达到以旅助农、以旅富农，促进特色种植业和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的目的。 特约记者 张国盛 摄

葡萄飘香
迎客来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越往后难度越
大。只有激发内生动力，才能让脱贫可持
续、致富有干劲。

在边疆几个县市调研发现，有的地方
给钱、建房等物质扶贫比较多，扶志等精神
层面的帮扶却比较少，甚至出现贫困户不
想“摘帽”的现象。走访一家贫困户，全家人
已经住上了由当地扶持一半、自己贷款一
半建成的宽敞房屋，但当问及贷款怎么还
的问题，“靠政府”的回答令人有些惊讶。事
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
味着，资金扶持、硬件设施要跟上，身心志
向也要跟上。倘若贫困群众在被动扶贫中
滋生出“等靠要”的想法，反而会成为脱贫
攻坚的思想阻碍。

扶贫要扶志。从“要我富”到“我要富”，
涵养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考验一地的扶贫
策略，考察扶贫干部的工作能力。总结当地
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有的缺少文化，有的没
有技术，有的思想落后，有的不会计划……
这就意味着，除了利用政策兜底极少数贫
困人群外，必须从转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
念入手，培养贫困群众的自信心和奋斗能
力，帮助他们克服依赖帮扶的心理，努力做
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发挥扶贫资金的最大效能，要有看得
见摸得着的生活实惠，也要有切身体会的
风气转变。在边寨村落走访发现，有人将扶
贫发放的猪崽摆上餐桌，有的地方因为外
来人口流动导致语言交流不便，这些文化

领域、精神层面的因素在脱贫工作中也必
须纳入考量。可见，资金扶持不能“撒胡椒
面”，应该在培养贫困群众文化、技术的基
础上，让资金、技术与项目结合，努力使致
富举措落到实处。

扶志必扶技。调研中，某县拥有古树茶
园十几万亩，却有十几万贫困人口守着绿
水青山，找不到金山银山。原来，当地贫困
户缺少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不掌握市场信
息，没有建立销售渠道，缺乏品牌意识。对
贫困人群而言，学一技之长以傍身，比给钱
给物更重要。针对贫困群众的迫切需求，把
扶贫资源投入到文化培训、技术引导、营销
知识学习上来，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这才能彻底改变当地的发展面貌。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
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
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
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
等具体要求。这意味着，各地在扶贫工作
中，要认真反思以往“资金 +盖房”的单一
做法，集中力量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条
件，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特殊困难，
树立脱贫光荣导向，弘扬自尊、自爱、自强
精神，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如此，
方能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年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

据人民日报

【国资委：上半年央企收入利润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 12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

央企收入和利润水平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央企上半年累计实现

营收 1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1.4个百分
点。

【全年物价有望维持较低水平运行】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 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 1.9%，连续三个月涨幅低于 2%。今年上半年，我国
CPI同比上涨 2%，比去年同期提升 0.3个百分点。多位专家表示，鲜
果和鲜菜价格季节性下跌对 6月份 CPI运行形成了下拉影响。展望
下半年，物价水平大幅上涨的可能较小，将维持在较低水平运行，通

胀不会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主要干扰。

【工信部出手治理手机不明扣费：运营商发短信对账单】
针对媒体报道的手机不明扣费、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问题，工

信部表示，已督促电信企业立即纠正错收费行为，并要求从下月起以

短信方式按月向用户主动推送通信账单信息，让用户明明白白消费。

【房地产集合信托半年发行近 4000亿元】
在金融去杠杆和其他融资渠道普遍收紧的背景下，房企通过信

托融资堪称“一枝独秀”。用益信托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68家信托公司共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5444只，募集资金 9742.92亿

元，其中房地产信托 1538只，规模总计 3927.95亿元，在发行规模上

占全部集合信托发行的 40.3%。这意味着，上半年超 4成信托资金流

入到房地产领域。

【国家邮政局：跨境寄递成为上半年快递业增长亮点】12
日上午，国家邮政局召开 2018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并

解读《2018年 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据介绍，上半年，全国快

递业务净增量 47.6亿件，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预计达 220.8亿件，跨

境网络逐步健全，跨境寄递成为快递业务增长亮点。

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夏粮丰收 奠定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厚植夏粮生产优势

夏粮丰收，离不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强大推动力。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
理司司长曾衍德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是破解农业发展难题、推动农业
闯关过坎的关键举措，是促进农业持续稳
定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结构性改革要求夏粮生产绿色化、生

态化，实现绿色兴农。
今年夏粮生产生态种植加快。华北和

新疆塔里木河地下水超采区调减小麦面积
200多万亩，西南西北调减条锈病菌源区小
麦 70多万亩。按照规划，力争到 2020年，
我国农业基本实现按标生产，绿色生产与
循环发展全覆盖，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
40%，使用量实现“负增长”，养殖废弃物综
合利用率达到 75%。
河北省在节水品种材料上取得突破，

是主产区夏粮绿色生产的一大亮点。河北

省常年播种小麦 3400多万亩，主要依靠抽
取地下水灌溉。河北今年夏粮生产把发展
节水小麦作为治理地下水超采的重要举
措，加快培育推广节水品种，全面普及集成
技术，层层开展示范创建。地下水超采区小
麦节水品种基本全覆盖，在保持产量稳定
的情况下，年少抽取地下水 10亿立方米左
右。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夏粮生产
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实现质量兴农。

今年是农业农村部确定的农业质量
年，按照规划，力争到 2020年，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合格率达到 98%以上，群众对农
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满意度大幅提升。

实现夏粮优质生产，标准化是夏粮主
产区河南的特色。2017年秋冬种阶段，河南
省以标准化推动优质化，粮食生产示范县
实现统一供种和病虫害统防统治。全省种
植的优质专用小麦，均种植在豫北强筋适
宜区、豫中东强筋次适宜区和豫南弱筋适
宜区。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成为夏粮生产的

主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融入
夏粮生产全过程，为夏粮生产厚植了生产
优势、经营优势和市场优势。

“三农”政策制度性供给
极大地调动亿万农民夏粮生产积极性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
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农”发展的一系
列制度性供给进一步加强，极大地调动了
亿万农民种粮积极性。
土地制度供给，政策信号强烈。
去年的秋天，正值秋冬种繁忙的季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 30年。这是党中央在完善农村土地
经营制度方面的又一重大举措，对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现代农业发
展，实现农村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极
大地提升了农民种好地、种好粮的自觉性。
今年的夏粮生产，就是在这样的土地

政策供给中深入推进。农村实行以家庭承
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是党的农村
政策的基石。土地延包，有利于形成长期稳
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激发农民群众增加农
业投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土
地经营权流转，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引领作
用，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形成
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
保障性制度供给，精准发力。
现代农业装备供给是粮食生产的重要

平台，保障性制度供给继续推进。今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强调，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

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全面落实永久基本
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加快划定和建设粮食
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完善
支持政策。大规模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加强农
田水利建设，提高抗旱防洪除涝能力。实施
国家农业节水行动，加快灌区续建配套与
现代化改造，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达标
提质，建设一批重大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收购价格是夏粮生产的杠杆，保障性
制度供给继续深化。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
在去年 10月底就下达了 2018年小麦的收
购价格，成为亿万粮农的“定心丸”。小麦市
场价格保持稳定，农民种麦收入预期稳定。
国家收购价格明码标价：国标一等麦每斤
1.19元，国标二等麦每斤 1.17元，国标三等
麦每斤 1.15元，托市作用明显。

财政政策配套，保障性制度供给不断
强化。中央财政去年冬天提前下达农机购
置补贴资金和深松作业补助资金，农业农
村部和财政部今年 2 月联合发布《2018—
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明确
补贴范围内机具全面实行敞开补贴，优先
保证主要农产品生产所需机具和农业绿色
发展所需机具补贴需要。

一系列精准的制度供给，有力保障了
夏粮丰收。夏粮占全年粮食的四成，夏粮丰
收，全年粮食丰收就有了底气。曾衍德表
示，坚持不懈重农抓粮，使粮食数量、质量
能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消费总量增
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十分重要。当前，在确
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同时，要不遗余力地抓
好秋粮生产。

据人民日报

三夏时节，微山湖畔，一片农忙景象。“农谚讲，翻不翻，差距大。今年夏
粮丰收，深松耕地功劳不小，秋粮生产还得继续深松。”山东省汶上县次丘
镇粮农林凡秀，这几天一直在自家的大田里照顾着农机手深松耕地，为秋
粮种植做准备。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今年夏粮种植面积 4.08亿亩，较
上年持平略减。从各地实打实收情况看，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粮安天下，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 5年保持在 1.2万亿斤以上，成为
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压舱石，为国家粮食安全进一步夯实了根基。今
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开局之年，夏粮喜获丰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开局的亮点，同时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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