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化冰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风起云涌
!

互

联网与其他行业的融合也呈加速之势
" #

互联

网
!

$

的实质就是互联创造价值
!

充分发挥互联

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
!

通过互

联
!

实现资源的整合配置
!

构造新的产业链条
!

完善产业生态体系
!

优化重组流程
!

解决痛点难

点
!

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
!

形成多赢
%

&

互联网
!

$

农业不是简单地帮助农民销售

农产品
!

或者购买生产资料
!

更重要的是用互联

网思维来求变
'

自我革命
!

即要建立以消费为导

向的农业产业体系
"

黑龙江省发展
&

互联网
!

$

农业应在农业生

产阶段运用互联网技术发展智慧农业
!

在产前和

产后阶段发展互联网营销的电商模式
!

在全产业

链发展二者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模式
"

首先要合理借势
!

充分利用互联网企业下乡

的机会
!

使用淘宝
'

京东
'

苏宁等综合电商平

台
!

营销黑龙江的特色农产品和优质大米
"

其次

要积极引入在农资领域和土地流转方面已有的垂

直型电商
"

最后是在黑龙江特色品类
'

优势强势

品类及农业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
!

创建自有平

台
!

重点打造涉农信息平台和粮食交易所
"

&

互联网
!

$

农业的发展
!

离不开政府
'

电

商平台以及本地互联网商家的鼎力协作
"

政府应

充当教练员和啦啦队的角色
!

做好顶层设计和规

则制定
!

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

打造区域品牌
!

树

立典型和政策扶植
"

各级领导要成为跨界的专

家
!

既懂农业又了解互联网
!

还要有全产业链的

思维
!

克服本位观念
"

培育建设农村互联网经济

体系和信用体系
!

形成以各类合作组织
'

工商企

业和农村能人牵头
!

带动全体农民共同发展的

&

互联网
!

$

农业之路
" !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

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

!

互联网
!

农业
"

解决产业链痛点

!

周凯

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成效显著
重庆市云阳县巴阳镇永利村居民点有

!"##

多名村民居住
!

在该居民点污水处理站
!

污水收

集后经过曝气处理
'

湿地过滤
!

水质明显改观
!

日处理量
$#

吨
!

同时该居民点分布着十多个垃

圾桶
!

定时有垃圾车收运
"

村民樊世伦说
!

以前

污水直接排到居住点后面的小溪
!

溪水黑臭
!

鱼

虾绝迹
! &

去年
!

这里修建了污水处理站
!

管网

连接每家每户
!

如今溪水开始变清
!

螃蟹也有

了
"

垃圾有车运走
!

村民随处乱扔垃圾的习惯也

开始改变
"$

永利村是重庆市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缩

影
"

%##&

年重庆开展全国统筹城乡环保试点和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
!

%#!"

年重庆市将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列入重点民生实事
!

计划到
%#!'

年完成
%###

个村的连片整治
"

重庆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重庆市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内容
!

将
&

撤

乡并镇后的场镇
'

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新村和高

山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

旅游景区
'

部分建制乡

镇所在居民点
$

作为项目实施的重点区域
!

同时

整合农业
'

建设
'

卫生
'

市政等部门项目和资

金
!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
'

垃圾
'

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以及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为主要内容的
&

三治

一保
$!

以解决当前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
"

据介绍
!

通过整治
!

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明显提速
!

已经实现
!!

个区县的农村集中

式污水处理项目全覆盖
'

!(

个区县的场镇集中

式污水处理项目全覆盖
!

项目村生活污水处理

率
'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分 别 达 到
)#*

和

'#*

!

村容村貌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

到
%#!'

年全市所有撤乡并镇后的场镇
'

!###

人以上的

农民新村和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将实现

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

污水
!

垃圾处理常态化仍存制约
已经完成连片整治项目的行政村如何保证污

水
'

垃圾处理常态化
(

据重庆市环保局介绍
!

目

前各区县政府将项目村的污水
'

垃圾设施运行费

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

除渝北
'

北碚
'

璧山等少

数财力较好的区县对建成的污染治理设施全额补

贴外
!

多数区县本级财政适度补贴
!

收取部分村

民污水和垃圾处理费
!

其余由乡镇自筹
%

在运营

主体方面
!

除了少数较大规模集中式污水处理设

施由专业公司运行管理外
!

绝大多数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建好后移交给乡镇政府运营管理
%

&

建设农村环保设施群众是欢迎的
!

但如何

保障运行经费对乡镇来说是一个难题
%$

云阳县

巴阳镇党委书记伍丽君介绍
!

污水处理站需要人

工
'

电力
'

管网维修等成本
!

一年的费用大概至

少需要
$

万元
%

云阳县环保局副局长李京川介

绍
!

$

万元只是保守估计的基本费用
!

还没有算

突发事件
'

机器换新
%

%#!+

年重庆遭遇一场洪

灾
!

云阳县不少农村环保设施受损
!

需要重新修

建
% &

全县约有
!$#

个包括污水在内的农村环境

整 治 项 目
!

县 里 对 每 个 项 目 补 贴
$###,!####

元
!

乡镇运行资金压力较大
%$

&

谁污染
!

谁付费
$!

但向村民收取污水
'

垃圾处理费很难
%

云阳县永利村村主任万丹说
!

污水处理费基本上收不起来
!

垃圾处理费每户村

民收
$

元钱一个月也只能收几百元
%

忠县马灌镇

副镇长吴宗立介绍
!

全镇一年垃圾
'

污水等卫生

费能收
!#

万元左右
!

资金缺口
+#

多万元
%

重庆部分乡镇政府招聘了一些环卫工人负责

污水
'

垃圾设施的运行管理
!

去年重庆市在所有

乡镇了成立环保机构
!

也承担一部分监管职责
%

&

污水设施的运行比较专业
!

小型人工湿地的植

物需要定期收割
!

几年之后需要更换
!

有的污水

处理站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
!

乡镇一级政府缺

乏技术支撑
%$

忠县白石镇副镇长王铁牛说
%

云

阳县环保局副局长李京川介绍
!

农村环保设施管

理人员不够专业
!

虽然对乡镇招聘的管理人员进

行了培训
!

但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
'

工

资低
!

管理人员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

只能起到

基本看守作用
% &

乡镇负责的运行机制虽然建立

了
!

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

运用市场化手段治理农村污染
一些基层干部担心

!

目前农村环保设施还不

算多
!

乡镇还可以承担
!

随着农村环境环境连片

整治的推进
!

项目越来越多
!

乡镇恐难在经费
'

技术上保证设施运行
%

此外
!

由于这些环保设施

规模小
'

工期要求短
!

不少项目没有用地指标
!

且获得用地指标审批手续时间长
!

只好租用农民

土地进行建设
%

一些基层环保干部介绍
!

一些失

地农民要求得到较高的补偿
!

在项目选址上存在

困难
!

农民阻碍工程建设时有发生
!

以前乡镇对

于建设农村环保设施积极性很大
!

现在有些乡镇

不愿意建了
%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教授介

绍
!

目前已经有一些农村垃圾
'

污水处理设施由

于经费不足出现了无人管护的现象
!

他认为政府

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和治理力度
!

但仅靠行政

主导政府难以承受巨额投入
!

应发挥市场化手

段
!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

建立多元化的投入运行

主体
%

为解决政府环保投入不足的问题
!

重庆市今

年
)

月成立了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所
'

重庆环保

投资有限公司和重庆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

创

新环保领域投融资机制
%

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所

将建立全市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平台
!

降低交易成

本
!

把城乡污水
'

废气
'

垃圾纳入交易范围
!

为

农村环保提供资金
)

重庆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将利用
!#

亿元基金杠杆
!

实现
+#

亿
*

$#

亿元

资本投入生态环保领域
!

支持环保产业项目做大

做强
)

针对乡镇污水处理厂等农村环保设施投入

大
'

管网建设滞后
'

技术落后等问题
!

重庆环保

投资有限公司以
---

模式推进农村环保设施建

设和运营水平
%

谢德体教授表示
!

千百年来我国农村污水
'

人畜粪便等都是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无害化利

用
!

但是由于农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

少
!

农村废弃物难以得到循环利用
%

受访基层干

部建议
!

应大力发展循环产业
!

实现污水
'

人畜

粪便还田
!

促进废物
&

资源化
'

商品化
'

减量

化
$%

同时加大农村污水
'

垃圾处理成本核算
!

公开使用信息
!

可通过水电代收的方式收取污

水
'

垃圾处理费
!

对于贫困户给予减免
!

提高地

方财政补贴力度
%

!

分析评论
"

经费
#

技术不足制约农村环境治理可持续性
近年来

$

重庆市大力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

去年
!!

月将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纳入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在农村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和垃圾收运体系
$

有力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

与此同时
$

农村环保基础设施

滞后
#

经费来源不足
#

畜禽养殖污染严峻
#

运行管理机制欠缺等瓶颈依然突

出
$

专家建议运用市场化手段提升农村环保设施运营管理能力
%

!

赵永平 尽管工商资本下乡种地有一些争

议
!

但不少地方还是偏爱
&

大老板
$%

在江南一

个农业县调研
!

两个土地流转个案发人深省
%

一个是
&

大老板
$

建的大园区
%

当地两年前

引进大资本
!

流转
"#$$

亩土地
!

建起现代农业

园区
%

园区红外监控
'

物联网
'

智能温室
!

先进

技术样样俱全
%

种的都是高效作物
!

像铁皮石

斛
'

金线莲
!

%

公斤能卖几千
'

上万元
%

另一个

是农户种的小果园
%

几年前一户农民流转本村

&$

亩土地
!

种起大棚葡萄
!

虽比不上现代园区

&

高大上
$!

但夫妻俩精耕细作
!

每亩纯收益也有

%

万多元
%

都是土地流转
!

境遇却大相径庭
%

大园区成

了当地的亮点
!

各级领导都来参观
!

各种政策
'

项目都往这里倾斜
!

大大小小观摩会也都在这里

开
!

园区门庭若市
%

小果园那边就冷清多了
!

没扶

持
'

没项目
!

想申请贷款都要到处求人
!

处处遇难
%

为何地方偏爱
&

大老板
$(

一位干部直言
!

现代农业要高投入
'

高效益
!

建个园区动辄投入

上亿元
!

地方财力投不了
!

靠农民干不起
!

不引

进大资本咋办
(

上级领导来考察
!

你有再多的小

果园
!

也摆不上台面
%

可见
!

在地方政府眼中
!

小果园根本无法
'(

大园区
%

农民怎么看
(

大园区的
"$$$

亩地
!

涉及
)

个村
*$$

户的整村流转
!

合同一签
+$

年
%

有农

民抱怨
+ &

外地老板只顾挣钱
!

项目再漂亮
!

效

益再高
!

跟咱农民没啥关系
%$ &

以后一出家门
!

村里的地都是别人的
!

这还是咱的农村吗
($

而

小果园的主人本乡本土
!

跟村里人融在一起
!

每

到过年过节
!

总要摘点葡萄
'

买些米面
!

看看村

里的孤寡老人
%

在村民眼里
!

小果园不像大园区

那么冷冰冰的
!

更受大家欢迎
%

当土地流转成了政府的
&

面子工程
$!

难免

急于求成
!

贪大求快
%

一些地方为了政绩
'

样

板
!

不惜上规模
'

垒大户
)

搞流转土地
!

都是整

村推进
!

动辄成千上万亩
)

搞种植基地
!

一个公

司流转全村人的地
!

村民都没地种
%

这种一味追

求规模的繁荣
!

只能算是
&

虚胖
$%

一个个现代

农业园区建起来
! &

大老板
$

富了
!

可农民没富

起来
!

这样的土地流转有啥意义
(

有的公司经营

不善
!

撒手跑路
!

地没人种
!

租金没人给
!

农民

利益没了保障
%

土地流转不是越大越好
!

政府不能拔苗助

长
!

更不能
&

大跃进
$%

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基本

国情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

农业生产绝大多

数还要靠普通农户
%

在许多农村
!

农民非农就业

机会有限
!

土地承担着农民的就业
'

社保等功

能
!

甚至是脱贫致富的希望
!

打着现代农业的幌

子强行推动土地流转
!

势必会损害农民利益
%

政府该干什么
(

引导土地流转
!

既要遵循市

场规律
!

又要尊重农民意愿
!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

水平
'

农村实际等客观条件
!

实实在在做好服

务
%

出台政策时
!

要多听听农民的心声
!

看农民

欢迎什么样的主体
!

哪种流转更接地气
'

贴近农

村实际
!

就应该多扶持
%

土地流转
!

不能只爱

&

大老板
$!

给接地气的
&

小果园
$

多些阳光
!

它

们定会花果满园
%

育种家评价机制
要强化正能量
&&&

由屠呦呦获诺奖想到的

!

宋逊风 近日
!

欣闻我国中医

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荣获
&$%+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闻者无

不为之振奋
,

但是
!

颇令人遗憾的

是
!

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

却未获通过
!

被称为
&

三无科学家
$+

一无博士学位
!

二无留学经历
!

三无

院士头衔
%

能获世界科学界最高奖项
!

却

评不上院士
!

此事看似笑谈
!

其实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院士评审

机制的弊病
%

无独有偶
!

在对育种家

的评价方面也存在类似现象
+

时代

楷模
'&

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
$

李登

海研究员
!

曾于
%,,,

年
'

&$%%

年先

后两次由山东省相关部门推荐参评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最终也未能入围
%

李登海研究员致力于高产攻关

-$

余年
!

率先提出并确立了我国紧

凑型杂交玉米的育种方向
!

开创了

中国玉米高产道路
!

破天荒地选育

出五代
,$

个紧凑型杂交玉米
!

七次

创造我国夏玉米高产纪录
'

两次创

造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
%

他育出的

玉米种子种植面积曾占全国总面积

的
%.)

!

创出了一亩地养活
-/+

人的

奇迹
!

为国家增加社会效益
%&$$

多

亿元
%

今年
*

月
!

美国先锋种子公司

亚太区杂交玉米育种高级专家威尔

逊称李登海是当代
&

中国杂交玉米

-

紧凑型
.

第一人
$%

笔者认为
!

李登海在确立我国

紧凑型杂交玉米高产育种方向的科

研成果和提高全国农业产量
'

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上的重大贡献远远超

越了院士的评审条件
%

莫忘记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
$,

在院士评审机制上
!

特别

是工程院院士的评审
!

尤其应当遵

循这个标准
%

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研究
!

即或
012

论文发表得再多
!

也

是空洞
'

无用的理论
!

丝毫无益于国

家和人民
%

除此之外
!

在育种家的职称评

审方面也存在某些弊病
%

%+

年来
!

#

郑单
,+3

$

玉米新品种以其高产
'

广适
'

多抗
'

优质的优良特性为全国

农业增产
'

农民增收
!

保护国家粮食

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该品种的

第一
'

第二完成人堵纯信
'

张发林于

&$$3

年
%

月荣获
#

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

然而
!

堵纯信仅是副研究员

职称
!

张发林仅仅是助理农艺师
-

初

级
.%

原因均是由于
#

编制
$

所限
!

当

地评审部门未予评为正高和中级
%

两位育种家的职称与其对国家的贡

献
'

获得的国家大奖极不相称
%

此种

职称评审
!

不仅不符合实事求是的

精神
!

也不利于激励和调动科研人

员的积极性
%

就全国科研单位和种

业界来看
!

能够育出像
#

郑单
,+3

$

这样的大品种
'

获国家大奖的正高

及中级职称的育种 家 简 直 凤 毛 麟

角
%

评审机制是否遵循
#

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和坚持
#

实事求

是
$

原则
!

不仅关系到对科技工作者

的成果
'

贡献的评价问题
!

同时也有

一个导向作用
%

究竞是正能量
!

还是

负能量呢
(

日前
!

笔者连续参加了玉米育

种和栽培的两个学术研讨会
!

听取

了全国著名专家
'

教授
'

学者及博士

的学术论文报告
!

其中有相当一些

研究者的论文并不是从农业生产中

发现问题
!

研究问题
!

解决问题
%

报

告会上笔者问一位做报告的博士
+

#

你所报告的论文与农业生产有什

么关系
(

起什么作用
( $

博士无言以

对
%

报告会后
!

笔者随机问起几位青

年学者
+#

论文为什么会脱离我国农

业生产实际
( $

得到的回答是
+

评职

称
'

发论文使然
%

如此评审机制
!

像屠呦呦一样

为了祖国和人民甘于寂寞
'

专心科

研的科学家评不上院士也就不足为

奇了
%

鉴于此
!

亟待改革评审机制
!

现已势在必行
%

土地流转不能只爱
!

大老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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