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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农业产业化之问
问己篇

“调整”问金城
“转型”看兰州

问彼篇

□洛平

（一）农业产业化，同包产到
户一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

中国农业发展多年来遇到
的突出问题是：产量不低效益
低，增产不难增收难，贡献不小
收益小。破解中国“三农”问题
的根本大计，须着眼于农业经营
体制机制的创新。

1992 年兴起于山东的农业
产业化，就是要解决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
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
它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
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
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
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
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
企业化管理。

这一创举，把千家万户的农
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
系起来，引领着中国现代农业发
展的方向。

（二）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
业产业化浪潮席卷洛阳，不断推
进着洛阳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
向现代过渡，不断重塑着洛阳农
业经济的新格局和新面貌，农业
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建设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势头——

公司、基地、合作社、合作组
织和农户之间多种形式的组合，
带动农户 65 万户，占全市农村
总户数的 52%，创造了一产 60%
的增加值，拉动就业人数、实现
产值比3年前翻了一番。

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 370
万亩，超过耕地总量一半，初步
形成了以优质粮食、畜牧、林果、
中药材、烟叶、牡丹花卉等为主
的六大主导产业。

“洛宁苹果孟津梨，偃师葡
萄甜似蜜；红山樱桃胜玛瑙，牡丹
产品天下奇……”洛阳的“土宝
贝”借高端展会把品牌和营销网
点布局全国，伊众、正大、顺势、福
达美等“洛阳产”名气大增。

（三）得益于产业化经营，洛阳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告别了“面朝
黄土背朝天”，而且“粮袋子”“菜篮
子”“钱袋子”越来越充盈。

成绩有目共睹。但，与全国
先进地区相比，我们的差距也显
而易见——

在产业化发展思路上，传统
的观念多，现代农业的意识少，
老的办法多，改革创新的方法
少，尚未以农业全产业链的观念
进行管理和经营，尚未充分激发
农业自身的潜力，尚未树牢一
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的理念。

在产业化发展动力上，依赖
政府推动多，依靠市场化手段
少，满足小打小闹的多，敢于做
大做强的少，在洛阳现有432家
龙头企业中，“国字号”只有 1
家，“省重点”只有31家，年销售
收入上亿元的只有16家。

在产业化发展质量上，生产

初级产品的多而进行精深加工、
有高附加值的少，生产的一般产
品多而名优产品、知名品牌少，
洛阳农产品种类繁多、特色明显
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总体水平
尚处于规模小、综合利用率低的
初级阶段。

（四）著名“三农”专家陈锡
文有言：“虽然 GDP 的增长、财
政的增加，大部分都不来自农
业，但农业不稳固、农村不发展、
农民过不好，其他都是沙滩上的
高楼，缺乏坚实的根基。”

洛阳是一个传统的工业重
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
农民小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短板在农业产业化。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那么，被赋予时代重任的农业产
业化——

如何更好地在体制、机制、
政策、科技、管理等方面改革创
新，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
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新型
农业现代化进程，走出一条符合
洛阳实际的农业发展之路？

如何更好地融入“四化同
步”进程，借助工业化技术、信息
化网络和城镇化市场，拉长农业
产业“短腿”？

如何更好地吸纳市场资本、
人才资源、科技力量等要素向农
业集聚，改变农业“弱质”地位，
实现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
增收？

…………
（五）农业产业化的前提是

土地集约化，没有土地的集约
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当前，
全市土地规模经营如火如荼，那
么，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上——

如何坚持依法、自愿、有偿
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农业经营组
织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全面促
进农民增收，让农民在流转土地
中吃上“定心丸”？

如何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农
民群众的创造性，不断探索转
包、租赁、互换、承包权转让、入
股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不断培
育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联合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户集约
经营水平？

如何着眼于提高土地综合
效益和农产品竞争能力，以市场
为导向，科学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主导产业向规模化方向
发展，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产区
集中，形成功能互补、分工协作
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六）龙头企业一头连市场，

一头连基地，辐射带动千家万
户，是农业产业化的“顶梁柱”和

“台柱子”。双汇集团每年创造
的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几乎
是洛阳全部农业产业化企业销
售收入总和的4倍。目前，洛阳
的龙头企业面临规模小、实力

弱、融资难、负担重等问题，那
么，在加快龙头企业发展上——

如何打破“小富即安”“小打
小闹”的思想禁锢，强化效益、市
场、品牌、管理、人才意识，加快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龙头企
业驾驭市场的能力？

如何挖掘特色农产品潜力，
瞄准全国市场需求，开发特色鲜
明的农业加工品，增强市场竞争
力，让洛阳土宝贝“墙内开花墙
外香”？

如何以龙头企业为中心，构
建有效对接的生产基地、物流配
送和品牌营销网络，延链、补链、
强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推动
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

…………
（七）开放招商可以“一招应

多变，一举求多效”，对农业产业
化同样如是。我市农业产业化
企业靠自身积累，难以迅速形
成气候，强力实施开放招商意
义重大。那么，在农业领域开
放招商上——

如何克服重工轻农思想，整
合农业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包
装一批“潜力大、层次高、竞争
强”的农业项目，瞄准重点区域，
紧盯重点企业，着力招大引强，
让农业成为资本汇聚的洼地？

如何打造一批“想招商、会
招商、招来商”的队伍，创新农业
招商政策，优化农业服务环境，
对引进的项目一包到底，让一个
个农业项目早日成为一个个农
业产业增长极？

如何吸引国内外知名涉农
企业与本地龙头企业开展资本、
技术、人才等多领域、多形式、多
层次合作，提高综合竞争实力，
促进产业产品结构升级？

…………
（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投资大、
见效慢、风险高，离不开政策的
撬动与政府的扶持。那么，在加
大职能部门扶持力度上——

如何足额兑现用地、用电、
税收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扶持力
度，强化金融支持，鼓励科技创
新，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切实可
靠、摸得着、用得上的政策机遇？

如何多想一层、多走一步，
拓展银企对接、农超对接、农业
保险等领域服务，帮助农业产业
化企业抵御市场风险？

如何加强农业产业化人才
培养，培育一支理念新、眼界宽、
懂管理、善经营的优秀企业家队
伍，造就一代有文化、懂技术的
高素质新型农民和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需要的职业农民？

…………
（九）“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

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
果”，这是时代的召唤。

农业产业化，承载着洛阳489
万农民的小康梦、幸福梦，把一个
个问号拉直，将结出累累硕果。

□记者 陈旭照 王文斌

兰 州 是 老 工 业 基
地，古代称“金城”。在经
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
的转变上，近年，兰州走出
了自己的特色之路，许多
亮点值得洛阳借鉴。

国企改制：便觉
眼前生意满

在采访兰州市国资委
副主任许来强时，他不时
提到的“393”工程彰显了
兰州市委、市政府改革的
决心、信心：

——从2005年开始，
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国有企业改革阶段性任务，
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

——90％左右的市属
国有大中型企业完成产权
结构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

——35家左右长期亏
损、资不抵债的市属国有企
业，通过破产退出市场。

最终的“成绩单”让人
欣喜。被纳入“393”工程
的企业中，239家完成改
制任务，其中 81 家资不
抵债的企业实施了政策
性破产或依法破产，8.3
万余名职工置换了国有
身份。

重大项目建设：
无边光景一时新

“领导包抓”“指挥部
模式”“严格督导”……在
兰州采访的日子里，这些
词让人印象深刻。

领导包抓。每年计划
实施 100 个重大建设项
目，由市级领导包抓，指
导、协调重大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

指挥部模式。在全市
重大项目建设中，采用指
挥部模式，对项目建设相
关工作“一个班子、一套机
制、一门受理”，实行“集中
领导，统一协调，分工负
责”的封闭式、高效率的服
务协调机制。

严格督导。明确每一
个项目节点的责任领导和

具体责任人，把责任落实
到部门（县区），把任务落
实到个人，真正做到“让项
目为干部说话，让干部用
项目说话”。

资料显示，今年前三
个季度，兰州市共完成投
资333.61亿元，同比增长
83.78%。

科技创新：东风
夜放花千树

在兰州采访经济转
型，随便走进一个单位，被
津津乐道的，必然有科技
创新，必然有在此基础上
的产学研融合。

在兰州市国资委提供
的一份工作汇报上，对科
技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引人
注目：加快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步伐，制定技术创新
评价体系及考核办法，抓
好技术创新项目的实施，
推动国有企业质量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技术创
新、新产品开发体系的认
证……这些“真金白银”让
人们有理由相信：科技创
新之路，兰州会越走越宽
阔；产学研融合，兰州会越
来越得心应手。

非公有制经济：映
日荷花别样红

为补齐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
相适应，规模小，骨干少，
结构不合理等短板，兰州
出台了许多周密措施：制
定“3个20万”措施，提出
对实际货币投资达到15
万元的初创微型企业，由
市、县（区）两级财政补助5
万元，累计税收奖励20万
元，协调银行贷款 20 万
元；实行“非禁即入”；搭建
中小企业服务大平台；提
高企业家的政治待遇。

以此为基础，兰州市
又出台了关于解决非公资
本准入、非公企业融资、非
公企业项目落地等多个方
面的具体政策，扎扎实实
地推进非公经济稳步发
展、良好发展。

——一个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振兴之路（上）

快速崛起的兰州新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