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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
的亮点措施，2017年被正式写入中央一
号文件。同年，南宁市的美丽南方田园综
合体通过财政部的评议，成为首批国家级
试点项目。
今年，南宁市再接再厉，青秀区“田园

青秀”田园综合体、宾阳县“稻花乡里”田
园综合体被列入自治区级田园综合体试
点项目，南宁市成为全区唯一获得国家级
和自治区级田园综合体试点的城市。目
前，南宁市正加快建设步伐，树立广西田
园综合体的“南宁样板”。

高标准农田建设
“望天田”成了“增收田”

近日，美丽南方田园综合体水稻种植
户、西乡塘区乐洲村村民卢赐英看着连片
的高标准农田，眼里再没有往年的忧愁。
“在水田没改造前，每逢大雨这里就会被
淹，稻田不是减产就是绝收。现在改造好
了就不怕了。”卢赐英说。

卢赐英所说的“改造”指的是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过土地小块并大块，农田从
参差不齐变成整齐划一。随后而来的机械
化、标准化种植，把“望天田”变成“增收
田”。这样的喜人变化得益于田园综合体
是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强化涉农企业、合

作社和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带动农民从
中广泛受益，农业提档升级。

南宁市邮谷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社
长何用名告诉记者：“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以后，我们尝试了稻—鱼、稻—百香果、
稻—鸭等套种模式，让土地效益进一步提
高。从 2017年开始，参加合作社的村民每
人每年增加 30%的经济效益。”

一年来，西乡塘区按照国家级田园综
合体的建设标准完成了 1.2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扶持了 12家特色龙头产业，美
丽南方田园综合体建设正稳步推进。

打造全产业价值链
多渠道让农民受益

南宁市在田园综合体建设中，还通过
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产业和发
展载体的升级换代。在宾阳县“稻花乡里”
田园综合体，这里的古辣香米不光有吃
相、有卖相，更有“看相”———当地的古辣
稻田艺术节就让不少村民尝到了农旅融
合的甜头。
宾阳县“稻花乡里”田园综合体、大陆

村水稻种植合作社理事韦伟介绍，他家原
有近 6亩稻田，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后又
流转了同村村民的 6亩土地，现在他家通
过水稻种植的收入比之前增加了不少。

“我们村还举办了古辣稻田艺术节，靠着
乡村游，去年村集体的收入有 30 多万
元。”韦伟说。

宾阳县“稻花乡里”田园综合体以古
辣镇为核心，构建香米、桑蚕示范区以及
稻香乡村休闲旅游带。这“两区一带”的布
局，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销售、乡村旅
游、农业科普、文化休闲等一二三产业有
机融合形成全产业价值链，受益人口达 5
万人。

下一步，宾阳县“稻花乡里”田园综合
体还将以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为抓手，
最终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
展、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收入增加，完善农
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树立乡村振兴的示范典型。

优化资源配置
进一步缩短城乡距离

青秀区“田园青秀”田园综合体则根
据因地制宜、凸显特色的发展思路，以长
塘、刘圩和南阳 3个乡镇为重点，以花、
果、稻、牧、歌 5个产业组团为枝干，打造
9万多平方公里的田园画卷。根据规划，
未来这里将成为广西最具现代特色的农
业产业集群区、城乡融合的田园社区、南
国特色的农业景观区和活态传承的民俗

文化旅游区。当下，青秀区正利用区位优
势，强化基础建设，缩短城市与乡村之间
的距离。

广西源之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德龙说：“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上下了大功夫，尤其是新建了高速公
路长塘互通，下高速到金花小镇只有不到
3公里的路程。这比之前从市中心过来缩
短了 20分钟车程。交通好了，来的游客就
更多了。”

该城区计划 3年投资 15亿元打造青
秀区“田园青秀”田园综合体，其中城区财
政安排 6.5亿元，用资金杠杆撬动社会资
本 8.5亿元。“优化资源配置，可以满足青
秀区‘田园青秀’田园综合体的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产业园区建设需要。”

田园综合体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驱
动器”，解决了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和
社区建设中的钱“从哪儿来”和“怎么来”
的问题。今后，南宁市将创新融资模式，大
力推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发
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实现投资平台和乡
村双赢。

目前，南宁市在稳步推进国家级、自
治区级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同时，将增加
市、县两个级别田园综合体建设，形成四
级梯队建设体系，进一步树立起广西田园
综合体的“南宁样板”。

据南宁日报

上半年贵州省 GDP同比增长 10.0%，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3.2个百分点———

贵州经济增长呈现八大新特点

树立广西田园综合体的南宁样板

本报讯（唐探峰 记者 汪美
山 文 /图）近日，记者了解到，
2018 中国重庆巫山当阳大峡谷
国际户外运动挑战赛将于 21 日
在渝鄂交界的三峡旅游“金三
角”巫山当阳大峡谷拉开激烈战
幕！届时将有上千名国际精英选
手在最美公路上骑行、巴山裂谷
里奔跑、当阳大峡谷漂流、蓝天
白云下深呼吸，展示自身的勇
敢、智慧和才能。

此次大赛在平河乡、当阳乡
之间的当阳大峡谷中进行。赛事
线路为折返线路，起点为平河乡
平河度假村，经当阳大峡谷、当
阳乡、最美公路大九路、忍子坪
等景点。比赛采用骑行、跑步、双
人皮划艇三种户外运动方式，是

对精英们毅力、体能及山地运动
经验的一次严峻考验。大众组运
动项目的强度要小一些，只完成
9公里的越野跑和 5 公里的皮划
艇漂流两个项目。

此次挑战赛奖金总额达
123000元，其中精英组冠亚季军
奖金分别为 10000 元、8000 元、
6000元；第四名至第十名奖金皆
为 4000元。精英组男子组 200名、
女子组 100名，大众健身队伍约
700名选手参赛。

据了解，此次国际户外运动，
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巫山县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选手们在风光
美丽的当阳大峡谷景区进行户外
运动，既可锻炼身体，又可旅游观
光，两全其美。

重庆巫山当阳大峡谷国际户外
运动挑战赛将于 21日开赛

视觉新闻

农历六月初六（阳历 7 月 18
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东朗镇苗族同胞举办“六月
六”斗牛民俗活动，来自周边村寨的
群众汇聚一堂观看斗牛，共同欢度
“六月六”。

特约记者 吴德军 摄

苗族同胞
欢度“六月六”

两头斗牛正在打斗

农业经济呈现新气象

上半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896.88亿元，同比增长 6.4%。种植业结构
调整深入推进。上半年，全省，蔬菜产量
1068.13万吨，同比增长 16.9%。食用菌产
量 15.14万吨，园林水果产量 72.71万吨，
茶叶产量 13.84万吨。全省畜牧业增加值
249.38亿元，同比增长 4.1%；全省林业增
加值 78.48亿元，同比增长 8.1%。

工业发展构建新格局

贵州省深入实施“双千工程”，深入开
展“万企融合”大行动。新旧动能共同发
力，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发
展。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9.6%，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2.9个
百分点。
传统行业生产提速。上半年，煤电烟

酒等传统支柱行业实现了近年来少有的
较快增长，增速都不同程度有所加快。

新兴产业成长加快。2017年 7月至
2018年 6月，全省新建投产入规工业企
业 358户，上半年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2.7个百分点；新兴产业继续保持
较快发展。上半年，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2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利润增加。1至 5月，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6.9%，
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30.4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实现新提升

上半年，贵州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1.2%，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3.6个百分
点。金融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上半年，金
融业增加值 455.10 亿元，同比增长
10.6%；信息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 5
月，全省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90.5%和 22.1%。

投资增长注入新动力

上半年，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17.4%，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11.4个百
分点。
“三块短板”投资力度加大。围绕脱贫

攻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加大投资力度，
补短板成效明显。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
投资同比增长 18.4%；教育、卫生和社会
工作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5.0%和 56.0%；
移民搬迁投资同比增长 1.1倍。
“三块长板”投资快速增长。上半年，

全省与大数据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53.2%；与大
旅游相关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投资分别增长 28.0%和 29.9%；与大生态
相关的生态环保产业投资增长 23.3%。

新兴领域渐成投资热点。上半年，全
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2.6%，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24.8%，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投资增长 78.9%。

消费市场增添新活力

贵州省推动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
保持稳定增长，市场繁荣活跃。
实物消费增势稳定。上半年，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48.71亿元，同比增
长 11.2%，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1.8个百分
点。

服务消费迅速增长。旅游消费持续
“井喷”，上半年，全省旅游总人数 4.71亿
人次，同比增长 34.1%；旅游总收入
4382.06亿元，增长 39.5%。信息服务消费
快速增长。1至 5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
661.41亿元，同比增长 172.3%。

网络消费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限
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
额 42.25 亿元，同比增长 50.0%；快递业
迅速发展。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同比
增长 35.5%，快递业务收入增长 37.4%。

对外开放取得新成效

产业大招商成效明显。上半年，贵州
省“千企引进”企业 515个，引进省外到位
资金 5611.85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21.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1至 5月，全省
进出口总额 197.97 亿元，同比增长
24.9%，增速加快 8.1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增长 23.4%，增速加快 26.5个百分点。

财税增收开辟新领域

贵州省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着力培育
涵养税源财源，促进财税收入提速增长，财
政收入结构优化。
加大税源培植，促进财政增收。截至 6

月末，全省市场主体总量 253.42万户，同比
增长 7.3%。市场主体培育加快，企业效益提
升，助推了财政收入增长。上半年，全省财
政总收入 1726.29亿元，同比增长 19.4%，
增速加快 8.6个百分点。
改善收入结构，提高收入质量。上半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715.89亿元，同比增长 13.3%，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4.0%，占比提高 1.5个
百分点。
主体税种收入增长加快，对财政增收

形成有力支撑。上半年，全省增值税同比增
长 28.8%，增速加快 29.3个百分点；企业所
得税增长 35.1%，增速加快 19.6个百分点；
个人所得税增长 70.3%，增速加快 34.6个
百分点。

民生改善有了新保障

民生领域投入快速增加。上半年，贵
州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84.35亿元，同
比增长 10.6%。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上半年，全省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876元，同
比名义增长 8.8%，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0.9
个百分点；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47 元，名义增长 9.7%，增速高于全国
水平 0.9个百分点。
物价涨幅总体稳定。上半年，全省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5%，涨幅低于全
国水平 0.5个百分点。 据贵州日报

上半年贵州经济亮出喜人成绩。
贵州省统计局在省政府新闻办 7月 17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公布，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6632.86亿
元，同比增长 10.0%,增速高于全国水平(6.8%)3.2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

良好态势，为完成全年发展预期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贵
州省统计局副局长肖云慧说，可以概括为农业经济呈现新
气象、工业发展构建新格局、服务业发展实现新提升、投资
增长注入新动力、消费市场增添新活力、对外开放取得新
成效、财税增收开辟新领域、民生改善有了新保障等八大
新特点。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排污许可
工作培训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
云南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有
色金属工业排污许可证核发，提高
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开展排污许
可证后管理。截至 5月 25日，云南
省共计对 391家企业核发排污许
可证。

在加快推进有色金属工业
排污许可证核发方面，云南省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以原生
矿为原料的铝、汞、镍、锡、镁、
锑、钛、钴 8 个冶炼工业企业排
污许可证申请工作，有核发权限
的环保部门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
上述 8 个冶炼工业排污许可证
核发工作。

云南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云南省在推进排污许可管理工
作中想方设法提高排污许可证核
发质量，坚持依法许可与依证监管

两手发力，实现排污许可证“核发
一个行业、清理一个行业、达标一
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

为切实提高排污许可证核发
质量，各州（市）环保部门将加快推
进本行政区 2017年已核发排污许
可证评估自查工作，真正建立部门
分工协作、联合审核工作机制。对
不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的排污许可证，将依据《排
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实行撤销
或督促变更处理。
在开展排污许可证后管理上，

云南省环保厅要求各州（市）积极
组织开展已核发排污许可证行业
企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台账记
录、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工作，对
未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报送执行报告的企业进行通报，
适时将企业名单移交有关征信平
台。 据云南日报

云南采取有效措施
严格实施排污管理

今年以来，西藏那曲市以市县
牧发公司为平台，以“万亩千畜”工
程为载体，创新实施“抓两头、促中
间”战略，促进牧业转型升级，并着
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取得显著成效。

据悉，“抓两头、促中间”即一
头抓合作组织，一头抓龙头企业，
最终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合作
组织+牧户”发展模式。

抓合作组织。以转变群众观
念、解放生产力、实现转移就业为
目标，大力培育打造“一乡一社”，
今年 2月前，所有乡镇合作社组建
完毕。同时，积极鼓励贫困群众通
过草场、牲畜、现金、劳力等入股，
推动乡镇合作社做大做强，着力打
造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示范合作
社。

抓龙头企业。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简化审批手续，进一步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引入一批有实力、
有信誉、技术成熟、辐射带动能力
强的牧业龙头企业落地，并逐步延
伸产业链，提高畜产品附加值。同
时，积极培育本地龙头企业，着力
规划打造牧业科技扶贫产业园区、
育肥基地、加工基地等，带动“合作
社+牧户”实现收益。此外，各县牧
发公司也将充分发挥作用，利用好
该市安排的 7000万元撬动资金，
着力打造“万亩千畜”工程。

促中间。大力推动形成“企
业+基地+合作社+牧户”发展模
式，逐步形成企业向合作社有偿提
供幼畜、饲草料和技术指导，并按
市场价格收购基地（合作组织、养
殖大户）的牲畜、畜产品或饲草料，
将畜产品进行深加工、包装打造，
推向中高端销售市场。通过合作
社与企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畜
产品附加值，逐步实现现代化、标
准化、产业化发展。

在“抓两头、促中间”举措深入
推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纯净
藏北、雪域牧场”品牌知名度，开展
那曲优质牦牛畜产品走进浙江、上
海等活动，着力打响羌塘牧场绿色
优质畜产品品牌。同时，建立起“市
牧发公司（龙头企业）+县牧发公
司（牧业生产基地）+牧业合作组
织+贫困户”利益联接机制，把那
曲千家万户与拉萨、浙江、上海等
区内外市场连接起来，逐步把那曲
市打造成为全国牦牛奶源基地、最
大的高原优质牦牛肉核心区，力争
今年农牧业总产值突破 25 亿元，
带动 8000名贫困群众受益，人均
直接增收 4000多元。

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那
曲市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加快开发盐湖锂等优势矿产资源
和优质天然饮用水资源；发挥市藏
药厂的龙头作用，整合全市藏药加
工资源，加快传统藏药产业转型升
级；加强对传统技艺的挖掘与保
护，加大与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
的深度融合，培育民族手工产业基
地和行业龙头企业；以班戈、索县、
比如 3县为试点，加快电子商务发
展，打造产业发展新引擎。
此外，那曲市还大力发展旅游

文化产业和物流业，为群众增收致
富注入强大动力。以打造全域旅游
为目标，突出“纯净那曲、天地之
旅”主题，稳步推进实施 18个旅游
扶贫项目，全力配合自治区色林错
国家公园建设，加快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着力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同
时，立足交通优势，积极组建物流
公司，加快推进物流园区、公路综
合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健全城
乡市场流通体系，尽快开工建设那
曲镇专业市场，完善县乡农牧区综
合市场体系。

据西藏日报

西藏那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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