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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导 读

城乡统筹应以城乡平等为终点
□谢昱航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
是统筹城乡发展。 所谓城乡统筹，
就是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全局高度，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
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筹划，通盘考
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城乡统筹的现实前提，是城乡
发展的巨大差距。 同在一个中国，
但城里和乡下俨然处在不同世界。
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生
活水平，给人感觉是处于一个发达
国家， 但走过一些中西部的农村
后，却感觉处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 收入差距、教育差距、医疗差
距、消费差距、就业差距、公共投入
差距……在很长时间里，这种城乡
对比一直冷酷地存在着。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必然
之路， 所以大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取
政治独立以后， 普遍走上了寻求工
业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也不例外，新
中国成立之初， 确立了优先发展重
工业战略。 但受制于种种条件，农业
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政
府长期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

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从农村
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 据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的调研，1950—1978 年的
29 年中， 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
大约取得了 5100 亿元收入 ，1979
年—1994 年的 16 年间,通过工农产
品剪刀差农民又为社会做出了大约
15000 亿元的贡献。 换句话说，就是
农业在为工业发展让道。

这种战略是必然的选择。 在工
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
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
在的现象， 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
都呈现出城乡差距先扩大后缩小
的轨迹。 但是，这种资源向工业和
城市集中的战略部署以及相关的

制度安排，却客观上抑制了农村和
农业的发展，形成了城乡分化的社
会结构， 让城乡差距城来越大，让
农村居民处于权利和发展机会不
平等的状态。

农村底子薄，但基础设施建设
费用却得农民平摊，而城市的基础
设施都有政府投入； 农民收入低，
但“生老病死”要自己解决，而城市
的各种福利却由国家财政承担下
来；同样是应征入伍，城市居民退
伍后有安置，而农村居民却只能自
谋出路 ； 占全国总人口 ７０％的农
民，其子女只占在校大学生的 ３０％
……城乡户口之间，体现着对农民
的制度性歧视，体现着农民的权利
贫困。 农业发展慢、农村经济落后、

农民贫困，并非农村和城市有着必
然的差别，而是国家资源在城乡分
配上不均衡，因为农业在为国家的
工业化承担着成本，农民在很长时
间没有享受到他们应享受的国民
待遇。

只有城市的发展，而忽视农村
的发展， 其结果必然是畸形的发
展。 城乡不平等，除了让社会显失
公平，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社
会等诸多方面的矛盾。 农村经济发
展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过低，
农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低迷，
就必然影响到内需的扩大。 时下城
市已经很难推动消费增长，解决内
需不足的问题主要靠增强占人口
大多数的农民的消费能力，农村的

现状得不到改变，扩大农村内需的
空间就必然有限。 城乡差距过大，
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统筹城乡，关系到经济社会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
现代化的实现 。 在中央一号文件
中，提出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
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对于弥合
城乡差距和不平等的现状，对于促
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必然起到重
大作用。 但是，城乡统筹的终点，必
须是彻底给农民“国民待遇”，真正
地把自由权、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
农民， 使农民享受同等的就业机
会、 受教育机会和同等的社会保
障，让农民拥有和其他土地拥有者
同等的土地权利，取消对农民流动
的种种限制，让农业生产要素合理
流动， 真正做到城乡制度一体化、
城乡人口一体化 、 城乡经济一体
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一
体化。 只有这样，影响城乡二元格
局的根源才能消除，“三农”问题才
能得到彻底解决，社会才能真正协
调，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休刊启事

把握机遇 破解“三农”难题
福建省委省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本报讯 （驻福建记者 林小
瑛 通讯员 林 坚） 近日， 福建
省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在福州举
行。 会上， 福建省委、 省政府对
供销合作社的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

据悉 ， 2009 年 ， 福建省供
销合作社系统向中央 “新网工
程 ” 专项资金申报项目 48 个 ，
落实安排 1552 万元； 福建省财
政 “新网工程” 建设专项资金扶
持安排 25 个项目 350 万元； 福
建省系统建设农资连锁配送中心
19 个， 改造 、 建设农资连锁经
营网点 1290 个， 培育发展日用
消费品连锁经营企业 30 个， 改
造、 建设日用消费品连锁经营网
点 1446 个， 改造、 建设农产品
批发交易市场 13 个， 建设再生
资源交易市场 （分拣中心 ） 13
个， 建设烟花爆竹配送中心 10
个， 建设、 改造村级综合服务社
810 个， 发展基础信息服务站 42
个。 与此同时， 福建省供销合作
社系统积极参与 “万村千乡市场

工程 ” 建设 ， 2009 年 ， 全省系
统共有 44 家承办企业建设的
1615 个农家店通过验收， 有 13
家承办企业建设的 13 个配送中
心通过验收。

福建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张昌平指出， 当前加快供销合作
社改革发展面临极其有利的政策
机遇。 首先， 去年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更加重视
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服务 “三农”
中的重要作用， 分别颁布了 《关
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
干意见》 和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农村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 其次， 强农惠农政策的持
续实施为供销合作社加快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 因此， 全省供
销合作社系统一定要充分认识一
系列决策政策的重大意义， 把握
政策机遇， 结合破解 “三农” 问
题， 用足政策， 以更高的主动性
和更强的紧迫感承担起为农服务
的责任， 切实将政策落实转化为
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张昌平强调， 随着统筹城乡
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福建省农
业农村经济正在转型， 供销合作
社工作的目标任务也发生重大变
化。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一定要
顺应新形势的变化， 始终坚持为
农服务宗旨 ， 切实发挥职能作
用 ， 把促进农村繁荣 、 农业增
效、 农民增收与供销合作社自身
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积极有
效的作为推动新一轮发展， 全面
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张昌平说， 供销合作社是党
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纽带和桥
梁， 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级党委、
政府要重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服
务 “三农” 中的重要作用， 把供
销合作社工作全面纳入 “三农”
范畴， 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大局， 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总体规划中统筹考虑， 在政策
上给予扶持， 工作上给予帮助，
为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

河南省供销合作社

购销总额突破 1800亿元

�本报讯 2009 年， 河南省供销合
作社系统开拓进取，创新经营，全年完
成购销总额 1870 亿元，实现利税 13.8
亿元，同比增幅均在 40%以上，农资、
棉花、 日用消费品等主营业务的行业
主导地位得到充分发挥， 在为农服务
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农资销售实现逆势增长。 面对去
年国内化肥市场整体供大于求、 价格
持续低迷回落的严峻市场形势， 全省
各级供销合作社及农资经营企业把做

好农资供应作为服务全省粮食核心区
建设的政治任务， 迎难而上， 审时度
势，切实加强产销衔接，大力开展连锁
经营，坚持优质高效服务，保证了市场
供应和平稳。2009 年，全系统化肥销售
首次突破 1000 万吨， 达到 1063.9 万
吨，同比增长 35.95%，占全省化肥供应
量的 80％以上，农药、农膜、农用机械、
种子种苗等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也都有
较大的增长， 较好地服务了全省农业
生产。

棉花等农副产品收储保持快速增
长。 2009 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把棉花
等农副产品收储列入承诺为群众办好
的十大实事之一， 并明确由供销合作
社承办。 经过系统上下共同努力，全年

全系统累计购进农副产品总额 71.16
亿元，同比增长 35.89%，有效解决了农
民卖难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 其中，
棉花经营企业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
下，努力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积极入市
进行收购，在保护农民利益、维护棉花
市场稳定、满足纺织需求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全年收购棉花 29.39 万
吨，预计超过全省棉花总产量的 50%。
其它农副产品收购也保持了较快增
长，其中，茶叶增长 66.41%，畜产品类

增长 22.15%， 干鲜果类增长 67.24%，
粮食油料类增长 56.54%， 干鲜菜类增
长 42.05%，肉禽蛋类增长 103.71%。

日用消费品零售成为新亮点。 截
至 2009 年底，全系统发展超市 、连锁
店 5.2 万个， 建立各类物流配送中心
581 个，县有配送中心、乡有超市、村有
便利店的连锁经营体系逐步形成。 快
捷高效、功能完备的经营服务网络，极
大地活跃了农村日用消费品市场，使
日用消费品零售成为供销合作社业务
经营的一个新亮点。2009 年，全系统日
用消费品零售额实现 384.19 亿元，同
比增长 43.58%。 其中县及县以下农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309.9 亿 元 ， 增 长
37.91%。 （豫 闻）

牵引农村消费的“供销动力”
□郎卫国

�在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的西
部山区， 有一个偏远的村庄叫马头
水村。 过去， 村民打油买醋也要走
几十里的盘山公路。 如今， 村里有
了便民店， 副食、 油盐酱醋等货真
价实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 村民
们自豪地说： “我们现在买东西像
城里人一样方便， 东西啥时用完，
啥时直接去便民店买， 还不用担心
买到假货！”

如果把城乡大卖场和物流配送
比作消费市场的 “大动脉”， 那么
像马头水村这样连锁经营的便民店
就是 “毛细血管”。 2009 年山西省
农村消费充满活力， 在一定程度上
受益于 “毛细血管” 在山庄窝铺的
伸展。

农村便民店的建设发展， 其中
一个重要的主体是供销合作社 。
2009 年 ， 山西省供销合作社系统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 自然灾害和市
场波动等诸多不利影响， 充分发挥
农村流通主导作用， 一手改善农村
消费环境， 一手助农增收， 有力地
拉动了农村消费快速增长， 成为牵
引农村消费的 “供销动力”。 截至
2009 年年底 ， 全系统完成销售总
额 147.3 亿元 ， 同比增长 18.8% 。
其中， 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增速加

快， 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77.2 亿元，
同比增长 30.6%。 全系统经济运行
逆势而上， 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

改善消费环境重塑农村市场

张青元是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
镇供销合作社新合作连锁超市的负
责人。 这家超市过去是一家旧式的
综合商场， 进货、 销售都是单打独
斗。 商品零售、 批发加起来一年不
过 120 万元。 2008 年 8 月， 商场被
改造为供销合作社旗下的新合作连
锁超市， 一边负责向包括马头水村
在内的周边农村便民店配送商品，
一边运营零售业务。 2009 年， 该超
市仅零售一项， 销售额已经突破了
220 万元。

张青元说 ， 销售额的快速增
长， 得益于 “新网工程” 对农村消
费环境的改善。 作为农村消费品流
通的主渠道， 农村便民店把现代化
的物流配送 、 销售体系带到了农
村。 拿尖草坪区来说， 过去农村居
民购物要么是在家门口的小卖部，
要么上街赶大集。 有了农村便民店
以后， 乡亲们也能享受一站式的购
物服务了。 原来购物是买啥缺啥，
现在是要啥有啥， 超市的货架上，
仅酱油就有十来个品种。 更重要的

是， 农村便民店把假货挤出了农村
市场， 使农村居民可以放心消费，
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其消费热情。

山西省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
王俊辰表示， 扩大消费需求， 最大
潜力在农村， 而现代流通在农村经
济发展中具有先导作用。 因此， 省
社在 2009 年加快推进 “新网工程”
建设， 以此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开
拓农村市场， 拉动农村消费。

2009 年，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
农村便民店建设驶入快速度、 规范
化的发展轨道。

全系统当年新建便民店 2853
个， 其中重点推进村建便民店 1795
个 ， 非重点推进村建便民店 1058
个， 累计建设便民店达 13353 个 。
同时， 在便民店建设过程中， 质量
追溯、 进货准入、 店长店员培训等
内部管理制度被引进农村， 供销合
作社的品牌优势进一步体现， 带动
了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与此同时，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
统把项目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 本
着 “扶优、 扶强、 扶大” 的原则，
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和为农服务特色
项目 。 在介休 、 河津 、 高平 、 襄
垣、 榆次、 武乡、 左权、 昔阳、 灵
丘等县 （市、 区）， 建设了一批大

型综合购物商场， 极大地改善了农
村居民的购物环境。 此外， 各级供
销合作社还根据市场消费结构的变
化， 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 例
如， 他们充分利用节假日闲暇时间
多、 喜庆气氛浓、 群众购买欲望强
等特点 ， 开展酬宾让利 、 换季购
物 、 名优特新产品展销等营销活
动， 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合作社助农增收拉动消费

如果说大力建设农村便民店解
决了农民的 “买” 难问题， 那么发
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解决了
农民的农副产品 “卖” 难问题， 进
而促进了农民增收。

2009 年，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
采取领办 、 合办 、 参办等多种形
式， 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
达 1050 个， 不仅带动了农村主导
产业的形成， 而且推动了农业产业
化经营， 助农增收效果明显。

在此过程中， 各级供销合作社
探索出 4 种经营模式。 一是专业合
作社+生产基地+农户的产业经营
模式， 让农户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
通环节的增值效益。 二是公司+专
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产业经营
模式。 例如， 垣曲县 “山里红” 食

品有限公司通过专业合作社与本县
3000 余户农民签下种植合同， 发展
山楂等基地 8000 余亩 ， 年提供产
品 9000 吨。 繁峙县玉米专业合作
社与农村种植大户和农产品加工企
业对接 ， 去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40 多万元。 三是协会+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 如左
权县农民经纪人协会， 把种植大户
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凝聚起来，
每年为农民推销玉米、 中药材等总
金额达 2000 余万元 。 四是专业合
作社+协会+公司+农户的产业经营
模式。 如沁县建立了小米专业合作
社、 专家协会等， 与农户、 企业进
行对接， 实现了农户、 企业、 合作
社 “三赢”。

此外， 山西省供销合作社系统
加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力度，
已建和在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141
个 ， 去年帮助农民销售农副产品
16 亿元 。 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 ，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在 2009 年完
成购进总额 128.8 亿元， 同比增长
17.4%， 对促进农民增收 、 繁荣农
村经济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反
过来， 农民收入增加之后， 购买力
进一步提高， 从而极大地拉动了农
村消费增长。

因春节放假，本报 2010 年 2
月 12 日、16 日、19 日休刊三期。
特此敬告读者， 并祝各位读者新
年快乐。

中华合作时报社
2010 年 2 月 9 日

中央财政预拨种粮农民
直接补贴资金 867 亿元

本报讯 近日从财政部获
悉 ，为支持春耕生产 ，中央财政
于 2 月 4 日预拨种粮农民直接补
贴资金 867 亿元， 其中粮食直补
资金 151 亿元， 农资综合补贴资
金 716 亿元。

财政部要求， 各级财政部门
要按照政策有关规定尽快向农
民兑付补贴，力争春耕前将补贴
资金兑付到位。 同时要进一步落
实和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
整机制 ，完善补贴办法 ，细化实
施方案 ，加强补贴监管 ，切实发
挥好补贴政策效应。

（罗 沙 韩 洁）

农产品数量安全分析
有了国家项目支撑
本报讯 对加快我国农业信

息分析和预警技术研究进程、加
强农业信息分析科技自主创新
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 “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农
产品数量安全智能分析与预警
关键技术支撑系统及示范”最近
启动。 这是我国农业信息分析研
究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科技支撑
项目，也是我国科技计划中设立
的第一个农产品数量安全智能
分析的重点项目。

该项目将为国家农产品生产
与消费过程中的风险化解、波动
控制、损失规避提供有效的信息
技术支撑与系统保障，增强农业
部门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及
时性，有效提升我国农产品数量
安全水平。 （钟燕平）

家电下乡新增
178 家中标企业

本报讯 2010 年全国家电下
乡招投标结果近日公布， 彩电、
冰箱、 洗衣机等 12 大类产品中，
除 300 余家已中标企业外， 又有
178 家企业中标。 由于家电下乡
产品最高限价提高，此次中标的
产品中不乏大尺寸液晶电视、高
配置笔记本电脑等高端产品。

据介绍， 从今年起下乡产品
中的彩电、手机的最高限价提高
1 倍，如彩电从 3500 元提到 7000
元、手机从 1000 元提到 2000 元。
冰箱等 7 类产品最高限价提高幅
度为 25％—75％。 预计提高限价
后下乡产品的市场份额将占到
80％—90％。

（何宗渝 韩 洁）

（六） （六）

有滋有味儿过大年
春节农村日用消费品市场情况
调查

———见 A4 版

茶叶出口：
新成就促新战略

———见 B2 版

“黑名单” 的执行之
路
“曝光”的意味大于“惩戒”

———见 C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