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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至 2018 年，金沙县纳入搬迁计划的共有 25037 人。
在安置房建设中，人均安置房面积全部按照 20 平方米设计，基

本实现了不让搬迁群众承担任何费用就搬进新房，有效控制了贫困
户因搬迁而负债的情况。

金沙县先后在县城岩孔街道光明社区建设了“光明小镇·幸福家
园”安置点和大水社区“大水小镇·美丽家园”安置点，这两个安置点
都在金沙经济开发区内，在安置点 1 公里范围内就有幼儿园、小学、
中学、职业高中、特殊教育学校、县级医院；经济开发区正常生产经营
企业 100 余家，目前可提供就业岗位 3000 多个，实现搬迁群众就近
能就业、能上学、能就医。

“十三五”期间，金沙县累计投入资金 15 亿元，开工建设 12
个集中搬迁安置点，目前已建成安置点 11 个， 2017 年计划搬迁的
7476 人中，已经搬迁入住了 3800 多人。此外，金沙县还将扎实推
进“大水小镇·幸福家园”集中搬迁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其余搬迁
任务的完成。

良良好好的的安安置置房房小小区区环环境境 ··广广告告··

新华社美国纳什维尔 9 月 23 日电(记者刘
阳、胡友松)“应该想办法让人们知道自己在贸易
摩擦中遭受的损失，比如在购物账单上添加一栏
‘贸易摩擦附加税’，因为正是我们这些普通消费
者在为贸易摩擦埋单！”对于美国政府对一系列
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美国田纳
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居民格伦·安德森如此“吐槽”。

像安德森一样，当地许多民众 20 日聚集在
纳什维尔一家名为“田纳西酿造厂”的酒吧大厅
里，交流和“吐槽”美国加征关税政策给当地企
业、农场主和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

这是由支持自由贸易美国人联盟和支持自
由贸易农场主联盟近期发起的“关税伤害美国腹
地”的全国性游说行动的一部分，旨在放大普通
美国民众声音、促使美国政府理解加征关税政策
造成的伤害并尽早结束“不负责任”的加征关税
措施。

“我想开车带着政府官员先去附近银行存入我
的农场收入，再到城另一头去还贷，这样他们就能看
到我的收入比欠下的贷款少四成。”闻讯而来的 40
多岁农场主布兰登·惠特向听众大吐苦水。

惠特是第八代农场主，自己家族经营农场已有

200多年时间，既种植大豆等粮食作物，也养殖生
猪，不少农产品都销往海外。但受美国政府突然挑
起的贸易摩擦影响，美国农产品出口减少，国内农
产品价格暴跌，农场收入大幅下滑令他十分发愁。

惠特算了一笔账：他预计今年种植的大豆将
迎来丰收，每英亩可收获大豆 50蒲式耳左右，但
过去几个月以来每蒲式耳大豆价格已下跌约 2美
元，这意味着每英亩大豆收入将减少约 100美元。

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摩擦将持续多久、
对美国民众生活的影响会有多大，现在没人说得
清，惠特因此也迟迟确定不了明年的种植计划。
他甚至担心自家农场能否维持经营到下一代。

“我们现在就是跟着感觉走，”他说，“没人
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我们在华盛顿的官
员也没有水晶球。”

眼下的情形让惠特想起 10 年前的金融危
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大家都在观望，
没人加大投入、雇佣新员工”。

虽然惠特尽力尝试去了解研究美国的贸易政
策，但美国政府屡屡抛出的新关税措施仍让他应接
不暇。“要说土壤，我是专家，让我种什么我就能种出
什么，但我对贸易政策实在是一窍不通。”

对于美国政府承诺为遭受贸易摩擦影响的
农场主提供补贴，惠特直言“我们不想要救济”，
不需要政府拿其他人交的税款来“贴创可贴”，
而要销售市场。“贸易为我们带来拓展新市场和
向海外销售农产品的机会，但关税会将这些市场
快速关闭。如果贸易战不很快结束，我们可能会失
去这些市场，并对田纳西州农业造成永久伤害。”
他说。

同惠特一起“吐槽”关税的还有田纳西州立中
部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利文斯顿。他说，贸易摩
擦不只影响农业，田纳西州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会
受到影响，包括汽车配件、化工、造纸、造船、塑料
等。

“简而言之，过几个月连卫生纸都要涨价
了，”利文斯顿说，“受贸易摩擦影响，整个田纳西
州进出口贸易的损失加在一起会超过 10 亿美
元。”

随着美国政府不断升级对外经贸摩擦，美国
人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遭受加征关税威胁。美国
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长马修·谢伊警告，美国零售
商无法承受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特别是假日购
物季即将到来，新加征关税将加大许多美国民众

的购物开支，预算更显紧张。
据支持自由贸易农场主联盟执行主席布

赖恩·屈尔介绍，“关税伤害美国腹地”游说行
动启动以来得到大量美国民众响应，有条件
的民众会到活动现场表达支持，不方便赶到
现场的民众则会录制个人故事视频上传到名
为“关税之伤”活动的网站上。

“美国腹地传统上是共和党的票仓，我们希
望借此机会让生活在美国腹地的人更清楚地认
识到贸易摩擦对他们的影响。”屈尔说。

坐在听众席的建筑商乔希·贝蒂正是抱着
这样的想法而来。“我在明尼苏达州有一个建筑
公司，使用的木材和钢筋不少都来自进口，所以
想来多了解一下加征关税的影响。”

据组织方介绍，他们未来两个月将在美
国中部腹地的关键社区举办更多反对加征关
税的游说活动，提高公众对于加征关税政策
造成伤害的认识。

11月初，美国国会将迎来中期选举。不少
民众希望改选后的新一届国会能更好发挥对贸
易政策的监督作用，避免加征关税政策对美国工
人、消费者和家庭造成进一步伤害。

美国民众“吐槽”被征“贸易摩擦附加税”

近日，尽管美国威斯康星州大豆丰收在即，
农场主唐·卢茨却在为下一季要把大豆换成什么
作物而发愁。8500 公里外，巴西南部巴拉那州农
场主马诺埃尔·马克斯则像周围其他人一样，准
备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两国豆农苦乐不均，折射出美国政府肆意
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后果。今年以来，美
国针对多个贸易伙伴挑起经贸摩擦，其单边保
护主义引发各方反制。分析人士认为，大豆市场
短期会出现美国、巴西“此消彼涨”的局面，但保
护主义引起的供应链扭曲却会造成多个产业经
济成本上扬，市场不确定性增大。

美国大豆销路受阻

65 岁的卢茨长期种植大豆，曾是中美贸易
“红利”的获益者。

卢茨告诉记者，10 年前，农场四分之一的大
豆出口至中国；现在，该比例已达到三分之一。
“如果失去中国市场，我深信这将是重大打击”。

美国普渡大学预测，经贸摩擦将严重影响美国
第一大出口农产品大豆的出口，其中对华出口可能
锐减六成以上。2017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总金

额达到 140亿美元，是美国大豆最大出口目的国。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今年 7 月美国农产品出
口价格创近 7 年来最大跌幅，其中大豆出口价格大
幅下挫了 14.1%。

出口受阻，产量却达到峰值。据美国农业部最
新预测数据，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大豆产量将创历史
新高，达 45.86亿蒲式耳。很多像卢茨一样的美国豆
农担心，大豆的丰收难以变成实实在在的出口收入。

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港已感受到经贸摩擦带来
的丝丝凉意。港口副总监兼首席运营官诺埃尔·哈泽
加巴告诉记者，大豆是长滩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
一，而中国是长滩港最大贸易伙伴。他说，如果中美经
贸摩擦继续升级，长滩港货运量可能较目前下降20%。

影响不仅限于大豆。由于出口量价齐跌，传统
种植区的豆农们已经开始考虑改种其他作物，而像
蒙大拿州这样的非传统大豆种植区则开始弥漫另
一种不安情绪。蒙大拿农会联合会执行副主席约
翰·扬伯格表示，美国传统豆农受冲击后，很可能改
种小麦等其他农作物，与蒙大拿农户直接竞争。

巴西大豆扩种增量

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大豆愁卖，巴西大豆

出口却在短期内迅速增长。

据巴西农业部统计，今年前 7 个月，巴西对
中国大豆出口达 4390 万吨，占巴西大豆总出口
量的 80 .6% ，出口额约 175 .5 亿美元。同时，巴西
市场大豆价格有所上涨，特别是自今年 4 月起
价格涨幅开始加大。目前，每袋 60 公斤的大豆
已从去年的 60 至 70 巴西雷亚尔(1 美元约合
4 .1 巴西雷亚尔)涨到 80 巴西雷亚尔。

看好中国增加巴西大豆进口的有利时机，
马科斯决定，在下一个种植季继续加大投入。
“今年我们计划将大豆种植面积扩大 4 . 4% ，至
7100 公顷。”

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科特里马约农业合作
社总裁希尔西奥·达尔贝托与马科斯想法一致。这
家合作社由 1.25 万个农户组成，上一季大豆产量
500 万吨。新种植季即将到来，达尔贝托说：“我们
今年的目标是增加 3.5% 的大豆种植面积。”

巴西农业部和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预测，
未来 10 年，随着巴西耕地面积增加和生产力提
高，巴西大豆产量将比目前增加 30% 左右，达
到 1 . 56 亿吨，其中用于出口的大豆将达 9650
万吨，最大目标市场就是中国。

美国分析师维尔吉尼娅·麦克盖瑟伊认为，

仅考虑大豆行业，美国贸易保护措施为巴西
抗衡、甚至超过美国提供了条件，巴西将利用
大豆增产和增加出口获得的收入不断改善港
口等基础设施，提高国际竞争力。

经贸摩擦没有赢家

尽管巴西大豆出口行情短期看涨，但全球化
时代的国际贸易不能只考虑一种商品或一个产业。

巴西农业问题专家、亚洲-巴西农业联盟
首席执行官马科斯·扬克指出，短期看，巴西豆
农似乎受益，但贸易保护主义会造成供应链扭
曲，对多个产业造成影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扬克解释，巴西大豆价格上涨，会导致养
殖业成本上涨，削弱巴西肉制品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与此同时，增加的成本在不同产业间层
层传导，将进一步放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美国，政府试图以农业补贴计划来弥
补豆农在经贸摩擦中受到的损失，但豆农们
并不买账。卢茨的看法具有代表性：“我们要
市场，不要政府补贴。”

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
表示，加征关税是对美国消费者和制造商的
惩罚性税收，补贴不是解决办法，应该取消加
征的关税。麦克盖瑟伊指出，经贸摩擦通常会
在全球市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正如全球顶尖农业专家近日在 2018 年全球
农业论坛中所表达的一致看法：大豆贸易没有“渔
翁得利”，经贸摩擦没有赢家。(执笔记者：陈瑶；参与
记者：陈威华、赵焱、彭桦、高山、汪平、高攀、刘阳)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大豆贸易没有“渔翁得利”
从美国、巴西豆农得失看经贸摩擦

新华社纽约 9 月 24
日电(记者王建刚、徐晓
蕾)当地时间 9月 24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纽约会见美中关系全国
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负责人，就中美
关系、中美经贸合作等
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王毅表示，中美是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作为世界前两
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关
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对我们两国和两国
人民至关重要，对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
不可或缺。中美即将迎
来建交四十周年。中国
先贤孔子说，“四十而不
惑”。对于中美关系来说，
过去 40 年双方得到的
最重要经验就是，合作
才能双赢，对抗势必双
输。越是在遇到问题、受
到干扰的时候，双方就
越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合
作的方向往前迈进。

王毅说，近一段时
间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消
极面明显抬头，一些势
力在经贸、安全等领域
频繁对中国进行无端指
责，人为制造对立情绪，
毒化两国关系氛围。这
种做法既不符合事实，
也极不负责任，如果任
其发展，将使中美关系
40年来取得的成果毁于
一旦，这显然对中美两
国不利，对全世界也不
利。中方始终主张，中美
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完
全可以通过平等、坦诚
的对话找到解决办法。

王毅说，中美经济
已经高度融合，两国经
贸合作给双方业界和消

费者都带来了巨大利益。现在居然有人声称要切断中
美之间的经济联系，这既不现实，也是有害的。中美分
别是最大的成长中市场和成熟的市场。中国市场实际
上与每一个美国家庭的生计都息息相关。如果双方能
积极合作，美国经济可以从中国市场获得持久的活力，
中国也可以通过美国市场助力自身的发展。

针对美方与会人员就中国市场准入、中国改革开
放和经济结构性调整等提出的问题，王毅强调，中国将
继续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迄今的发展，得益
于改革开放，进一步开放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以来，平均税率已降至 9 . 8%，超过我们入世
时的承诺，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在服务贸
易市场开放的分部门数量已达 100 个，远远超过发展
中国家 54 个的平均数，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已
对 96% 以上的外商投资实行属地备案，并且在全面落
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时负面清单
正在不断缩小。当前，中国正在寻求高质量发展，深化结
构性改革是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已多次强调，中国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一系列新的开放措施已经并将
继续推出。当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根据
自身国情自主有序地推进改革进程。

王毅指出，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也愿意通过协
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对话应当建立在平等和诚
信的基础上，不可能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美方在新一
轮对话前夕启动更大规模的单边征税行动，只能说明
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王毅感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人士长期以来为推进中美合作所作的努力，希望
大家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中美互利共赢的合作发
挥积极作用。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负责
人表示，良好的美中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过去 40
年来，美中双方都从两国关系与合作中获益匪浅。绝大
多数美国工商界人士都不赞同通过加征关税来解决当
前面临的问题，而试图把对方定义为敌对力量的言行
更是错误的。美中双方当前尤需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
解，并通过协商解决双边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长
远看，双方更需要超越贸易等具体问题，就两国关系的
长远发展进行战略性沟通。

美方表示，美中经贸合作长期以来是双边关系的稳定
力量，美国工商界一直是美中关系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工
商界真诚希望通过更加务实的对话，包括推动商签双边投
资协定等建设性方式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愿继续发挥自
身作用和影响力，推动美中关系在正常轨道上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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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美国俄亥俄州沃辛顿 9 月 23 日电
(记者杨士龙、李飞虎、长远)美国中西部农业州
俄亥俄州正迎来大豆收获季节，但美国政府挑
起的对多国的贸易摩擦仍未见缓解迹象。在外
部反制措施下，美国大豆市场前景黯淡，俄亥俄
州的大豆种植户忧心忡忡。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俄亥俄州实地走访，深
切地感受到当地豆农的焦虑。俄亥俄州大豆协
会执行董事科克·梅里特等业内人士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加征关税措施如果长时间持续下
去，将严重损害大豆种植户的收益。

关税持续时间越长农户损失越大

在位于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北郊沃辛顿
镇的办公室里，梅里特告诉记者，如果加征关税
措施持续数年时间，美国大豆种植户的长期收
益将锐减。

俄亥俄州大豆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
年俄亥俄州大豆种植面积达 500万英亩，为全美
第七大大豆种植州，大豆行业对该州经济的年度
贡献值超过 52 .5亿美元，价值 18亿美元的大豆
销往海外，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出口到了中国。

梅里特谈到，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俄亥俄州
大豆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全美大豆的最大出

口市场。7 月中国对美国大豆采取反制措施以
来，美国大豆价格已下跌了 20%。

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当前美国大
豆种植业若要实现收支平衡，最终平均售价需
要达到每蒲式耳(1 蒲式耳大豆重约 27 . 2 公
斤)9 . 5 美元左右。

“现在多数农户的出手价格在每蒲式耳
8 . 2 美元至 8 . 5 美元之间，”梅里特给记者算了
这样一笔账，“如果(额外)关税持续 3 年，大豆
种植户将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尽管美国绝大多
数农户都购买了农业保险，但现在还没有专门
抵御眼下这种损失的险种。”

梅里特说，从目前统计看，单个大豆种植户的
预估损失在 2.5万美元至 20万美元之间，每家农
户的年均纯收入从 6 .4万美元降至 2 .6万美元。
这一损失给大豆种植户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因为他们的日常投入居高不下，利润却很微薄。

出口市场丢掉容易挣回来难

在沃辛顿以西的平原乡，农户弗雷德·约德
经营着一个占地近 1500 英亩、传承了四代的家
庭农场，目前主要种植大豆和玉米。约德还曾担
任过美国玉米种植者协会主席。

约德向记者抱怨，加征关税让俄亥俄州乃

至整个美国中西部的农户面临“艰难时刻”，“按
关税生效之后与生效之前的农产品价差计算，
我差不多要损失 10 万美元”。

约德说，随着收割季节到来，当前的市场局
面“让人忧心忡忡”，因为多数农户不得不通过
借贷来筹备随后的播种，包括购买种子、肥料、
农药等。

不久前，约德赴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商
贸旅行。他说：“我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今后市
场会怎么变？我们该怎么办？”约德对记者诉苦，
如果就这样失去了中国市场，那么俄亥俄州乃
至全美的大豆行业都将遭受重创，因为没有哪
个单一市场能够取代中国，中国有着当今世界
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梅里特说：“美国农户花了 35 年以上的时间
才赢得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他们不甘心将之拱
手让给巴西等竞争对手。”当地一些农业专家警
告，一旦农户收入下降，其涟漪效应将波及俄亥
俄州地方经济乃至美国整体经济，汽车销售商、
杂货店主、银行家等都会感到压力。

农户更想要贸易而不是救济

农民们的连声叫苦促使俄亥俄州官员和议
员就相关问题密集发声。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伯特·波特
曼已联手艾奥瓦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妮·厄
恩斯特和亚拉巴马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道格·
琼斯在国会提出议案，寻求约束总统随意对其
他国家单边加征关税的权力。

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近日在谈到美
国政府采取的加征关税措施时说：“这些都是有
损美国民众经济利益，特别是农户利益的政策。”

为安抚在贸易摩擦中受损的农民选民，
美国政府此前公布了一项总额达 120 亿美元
的农业救济方案。卡西奇就此表示：“对农民
而言，他们不想要救济，而是想要贸易。他们
希望卖出他们的产品。”

俄亥俄州议会议员马特·多兰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美国政府的救济措施会让农民难
以保持竞争优势，“加征关税不一定会伤害政
府，但会伤害个人和企业”。

梅里特透露，多数美国农民认为联邦政
府救济只是一种短期解决方案，“作为长期方
案，我想大多数农民还是宁愿在中国、墨西
哥、欧洲等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

梅里特说：“我们希望当前的美中经贸摩
擦能以实现互利双赢的方式得到解决，也希
望能够与中国继续长期保持这种双赢伙伴关
系。” (参与记者：徐静、苗壮、王迎)

收获的季节 ，美国豆农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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