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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记者王丁、宋晓东、牛少杰

作为一个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三不沾”内陆省
份，近年来河南抓住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瞄准
“世界地图”，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以此倒逼政府改革、
激发创新活力，探索出了一条内陆地区开放引领、高质量发
展之路。

开放创造机遇 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打 28 个小时“飞的”，智利的车厘子就能飞越太平洋来
到郑州，成为中国人舌尖上的美食；澳大利亚的蓝鳍金枪鱼
经郑州空运分拨发往全国各地；还有巴西的长颈鹿、德国的
啤酒、荷兰的鲜切花……一批批特殊“客人”的“跨洋之旅”，
勾勒出“全球—河南—中国”的国际物流贸易新轨迹。“河南
的开放发展改变着国际物流格局。”已经从事 16 年国际货
代业务的郭黎民感慨颇深。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对外开放中面临着不沿边、不靠海、
不临江“三不沾”的劣势，但近年来河南紧抓对外开放和“一
带一路”历史机遇，借助地处中原的交通区位优势，搭建起
空中、陆路、网上和海上四条“新丝路”，为高质量发展拓展
了新空间。

2018 年，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733 万人次、完
成货邮吞吐量 51 . 5 万吨，客货运规模继续保持中部地区
“双第一”，一条连天接地、物通全球的“空中丝路”正在建
成。自 2013 年开通始发于郑州的中欧班列以来，这条“陆
路丝路”已覆盖 24 个国家的 126 个城市，实现了每周“九
去八回”，仅 2018 年运送累计货值就超过 32 . 3 亿美元。
此外，铁路枢纽对接沿海港口的“海上丝路”也越来越顺
畅，目前郑州至连云港、青岛、天津等港口的海铁联运班

列累计开行 206 班。
海陆空三条“丝路”联通全球，“网上丝路”实现“买全

球、卖全球”，拓展了当地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空间。在郑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汇聚于
此，随即销往世界；也有来自全球琳琅满目的商品，从这
里发往全国。河南保税集团总裁徐平说，郑州创造了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保税的“郑州模式”，拉近了中国消费者与
世界市场的距离，目前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进出
口单量累计超过 2 . 4 亿，占全国总量的 30%，累计交易
额达 340 亿元。

开放倒逼改革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过去至少要两个月才能跑完的手续，现在几天就能
搞定，快得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恒大童世界开发部经理
闫聪忍不住为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的办事效率点赞。在
郑州片区，原产地证“信用签证”制度让企业少了“跑腿”
的烦恼，郑州宇通客车公司外贸经理王文斌说，实施原产
地证“信用签证”管理后，他一年少跑 170 次，节约了 800
多个小时。

“开放发展拓宽了河南的国际视野，促进了思想解放
和观念更新。”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说，走向全球市
场、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的过程，倒逼河南加快改革步伐，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改善营商环境，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基础。

过去由于交通物流环节多、手续麻烦，在物流行业曾
流传着“货到中原睡一觉”的说法。如今为了更好地适应
开放发展需要，河南自贸区加快改革步伐，推行“一站式”
办理所有通关手续，压缩了三分之一的通关时间，“先进
区后报关”制度也大大提高了进境入区速度，获得企业称

赞。
从“22 证合一”简化办事流程，到政务服务“一次办

妥”、企业服务“一码通”；从办理电子营业执照，到形成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正面监管工作指引》，开放让河南自
贸试验区走在了改革的最前沿，政府效能、营商环境成为
河南进一步走向开放发展的新优势。

开放带动创新 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新年刚过，位于郑州的中铁智能化高端装备产业园
就收到了好消息：两台盾构机顺利交付日本施工商。这是
一场世界顶尖装备制造企业间的交锋，中铁装备与世界
知名隧道掘进机制造商同台竞争，以先进的技术研发、过
硬的产品质量、专业的技术服务赢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作为中部内陆省份，创新驱动仍是河南高质量发展
的短板，但近年来在对外开放的带动下，河南放眼全球、

对标先进，通过创新激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
古巴司机习惯用海水洗车，车辆容易生锈，面对这个

从未遇到的新问题，郑州宇通客车专门派技术人员实地
考察，研究出电泳涂装技术解决了问题。开放带来的挑战
激发创新活力，依靠创新驱动，宇通客车从一个地方小厂
发展成领军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15%。作为河南
的传统产业，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也在开放发展中迎来提
质转型，肯德基的油条、必胜客的比萨、味千拉面等“洋食
品”也用上了“河南造”。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说，从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和更艰巨的
挑战，河南以开放视角找寻发展空间，推动改革深入，引
领创新发展，坚定地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
的方向稳步前行。 新华社郑州 3 月 1 日电

在“世界地图”上描绘出彩中原
河南探索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
熊丰)2018 年 10 月，公安部部署开
展深化打击食品药品犯罪“百日行
动”，取得明显成效。各地公安机关
共破获食品药品农资烟草刑事案件
71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900
余名。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张佐
良 1 日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通
报，“百日行动”中，食品领域共破获
食品类刑事案件 3600 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5100 余名。

张佐良介绍，公安机关持续加
大对肉制品犯罪、瘦肉精、假牛羊
肉、私屠滥宰、走私冻品等传统犯罪
打击力度，打掉一批职业犯罪团伙；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假酒犯罪，打
掉生产窝点 200 余处，现场查扣各
类包材 70 余万件 300 余吨，案值达
20 亿元；连续侦破系列保健食品大
要案，打击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西
药、虚构功能欺骗中老年患者等犯
罪行为，打掉制假窝点 450 余处，现
场查扣非法添加西药成分保健茶、
胶囊等 3000 余万粒(袋)，查扣违规
药品、各种非法添加原料 50 万余公
斤，案值达 30 亿元。

在打击整治美容针剂市场乱象
方面，公安机关共破获案件 270 余
起，重点部署山西、辽宁、江苏等地
侦破案值超过 5000 万元的大要案
件 36 起，现场查扣玻尿酸、肉毒素
等各类美容医疗器械 100 余种 20
万余件(盒)，案值达 80 亿余元。

据了解，“百日行动”中，公安部
突出打击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犯罪，
指导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川等
地破获系列非法经营医保药案，捣
毁窝点 30 余处，查扣套取的医保药
400 余种、用于骗保的医保卡 600
余张，案值达 6 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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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樊曦、齐中熙、赵文君)
1 日，2019 年春运正式落下帷幕。40 天的“春运时间”里，
公路、铁路、民航共同发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周期性“大迁徙”，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大数据显示，公路和铁路依然是今年春运出行的主
力。根据交通运输部初步统计结果，春运期间，全国铁路、
道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 29 . 8 亿人次，与去年基
本持平。其中铁路发送旅客 4 . 1 亿人次，增长 7 . 4% ；道
路发送旅客 24 . 6 亿人次，下降 0 . 8% ；水路发送旅客
0 . 41 亿人次，与去年持平；民航发送旅客 0 . 73 亿人次，

增长 12% 。

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统计显示，春运期间，全
国铁路有 23 天旅客发送量超 1000 万人次，其中超
1100 万人次 13 天、超 1200 万人次 6 天，特别是 2
月 8 日至 2 月 18 日，春节返程客流高度叠加，全国
铁路客流连续 11 天超过 1000 万人次。2 月 23 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316 . 9 万人次，较去年春运最高
峰多 33 . 1 万人次，创铁路春运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
新高。

“定制客运”“预约巴士”“预约响应式农村客运”等服
务，有效满足了部分旅客的个性化出行需求。定制客运上
门接送使今年的春运出行显得更轻松。

2019 年春运收官 近 30 亿人次出行

新华社记者于文静、董峻

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数量 98% 以上的小农户，如何在
现代农业的新路中找到发展空间？适度规模经营和小农户
家庭经营如何协同发展？1 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
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相关热
点问题进行解读。

防止人为垒大户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韩俊说，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是发展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也要看到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的基本面。以小农户为主的家
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也是农业发展必须长
期面对的现实。

据他介绍，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
占到农业经营主体 98% 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
人员 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的关系，让党的农村政策阳光雨露惠
及广大小农户。”韩俊表示。

韩俊说，此次文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小
农户发展，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等各个方面加
大工作力度，加快构建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系，注重惠
农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防止人为垒大户，排挤小农户。

同时，统筹兼顾扶持小农户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引导小农
户开展合作与联合。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要坚持宜大则大、
宜小则小，不搞一刀切、不搞行政命令；保持足够历史耐
心，确保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走得稳、走得顺、走得好。

实施四方面政策支持

小农户发展生产普遍存在力量薄弱、缺少资金等问
题。此次意见明确，强化小农户支持政策，充分发挥财政
杠杆作用，鼓励各地采取贴息、奖补、风险补偿等方式，撬
动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

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宏耀表示，关于对小农户的
财政支持政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这次的意见都作出
明确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 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按照世贸组织规
则保护农民利益，支持农业发展，稳定和完善普惠性的、
直接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同时，重点支持能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的新型经营主体。

———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继续围绕农业职
业经理人、现代青年农场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骨干和农业产业扶贫对象等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计划今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一百万人以上。通过培
训，使一部分小农户能够发展成为家庭农场。

——— 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服务型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
具有一定能力和提供有效稳定服务的主体，为从事粮棉
油糖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农户，提供以生产托管和保姆

式服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
——— 大力培育发展家庭农场，支持农民合作社规范发

展。

打造小农生产升级版

家庭农场是小农户的升级版，但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中，家庭农场的发展相对较弱。对此，意见提出启动家
庭农场培育计划。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司长赵阳在会上表示，我
国家庭农场发展迅速，经农业农村部门认定或备案的家
庭农场接近 60 万家，但在技术支撑、资金投入、产品销售
等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要求。

赵阳说，目前全国规模经营农户有 398 万户，家庭农
场发展大有潜力。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就是要通过财
政、金融、保险等各方面支持政策，让有长期、稳定务农意
愿的小农户能够稳步扩大经营规模，逐步发展成为规模
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今年提
出的百万家庭农场建设行动，将推动我国小农生产提档
升级。

针对小农户时常遇到的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好的
生产问题，吴宏耀表示，文件提出要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
会化服务，特别是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果蔬等经济
作物的社会化服务比例比较低，特别是市场信息、产销对
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动物疫病防控、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等方面还是薄弱环节，也是下一步重点发展的服
务领域。”他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大国小农”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解读中办、国办《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