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收之际，满眼金黄。

车行至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港湾

村，一望无际的稻田如巨幅画布映入眼帘。

“ 金 色 的 ，就 是 成 熟 的 稻 田 ，已 经 可 以 收 割

了。”阳光下，武汉永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胡丹头戴草帽，正指挥着农机手开动收

割机，一圈一圈在稻田画出均匀的图案。

胡丹说，“过去人们爱说，‘读不好书，就

回家种田！’现在我要对孩子说，‘读不好书，

就种不好田。’”

从人工种地到机械下田

今年 5 月 21 日，艳阳高照。武汉永旺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的地头上人头攒动，十里八

乡的农业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都来了，

100 多人安静地等待着。

“嗡”的一声，一架红色无人机升空，4 个

螺旋桨飞速旋转，水稻叶子随风摇摆。“这种

新型无人机风力非常强，一定要把它升到水

稻上方 3 米以上，免得把水稻吹倒了。”胡丹聘

来的技术员当起了老师，手把手教大家操作。

“这无人机好用吗？”

“放心吧！我们已经在试验田里试过了，

一小时能播种 200 多亩地，还能施肥，好用又

划算！”

“多少钱一架啊？”

“五万八，政府农机补贴两万，个人出三

万八。”

看着眼前的情形，胡丹回想起 2012 年春

天，合作社第一台插秧机下田时的场面。

当轰隆轰隆的机器出现在水田里，乡亲

们呼啦啦都跑来了，田埂上站满了人。有人

端着饭碗，边吃边追着插秧机跑。大家啧啧

称奇，“这大机器，一小时就能插 10 亩地！”

这是最初涉足农业时，胡丹就认准的一

个道理：人工种田，成本高效率低，必须机械

化。从买下全区第一台插秧机开始，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合作社如今已经拥有旋耕机、插

秧机、机耕船、收割机等近 70 台套机械设备和

10 辆运输车。不仅能用于自家基地，还可以

服务周边。

现在，胡丹有了新的打算。结合 2019 年

农业部门帮助建立的农业物联网系统，她想

建设一家“无人农场”。“无人驾驶农机可以自

动播种、浇水、施肥、收割，技术员坐在办公室

里，点点鼠标就能种地。”

从城里会计到地头能手

田里的火热场景与乡亲们的交口称赞，

很是让人振奋。可回忆起 10 多年前的选择，

胡丹感慨颇多。

2005 年，一直做粮食经纪人的父亲投资

建了一家大米加工厂。本以为深加工能带来

更多收益，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等到秋收季

节，工厂根本收不到多少粮食。胡丹赶回家

了解情况，才发现由于种粮赚不到多少钱，不

少人外出务工，一些土地因此抛荒了。

看着家里的窘境和家乡的状况，胡丹萌

生了新的想法。她看新闻、查资料、多方学习

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最后下了决心：“种粮

食必须转型升级，走规模化、机械化的路子才

有出路。这些田，别人不种我们种！”

2007 年，胡丹辞去城里的会计工作，靠着

家里卖房筹措到的资金与银行的贷款，回乡

承租土地、重新盖厂房，建立了武汉东方荣升

米业有限公司。2011 年，她又成立武汉永旺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从乡亲们手中流转了千

亩土地，开始规模化种植水稻。

2011 年的那个春天，胡丹始终记忆犹新。

每天一早，鸡鸣犬吠声中，胡丹就启程去

隔壁新洲区接人。随后的一天时间里，她带

领着五六十名农民在自家的田里忙碌。指挥

调度，地头的胡丹就像一个老把式分配工作；

运秧插秧，人不够的时候，她就自己下地干。

有些村民从田埂上路过，总是窃窃私语：

“啧啧啧！这姑娘放着城里的会计不当，居然

回乡来种田？”“我们自己种田都赚不了多少

钱，她不怕赔钱？”

声音传到胡丹耳朵里，她不说话，只是手

上更加了一股劲。

就这样，埋头干上一年又一年。如今，胡

丹的水稻基地已经扩大到 2 万亩，每年支付农

民土地流转费就达 800 万元，算上在基地务工

的农民，她带动了数千户农民增收。

从主营农业到产业融合

在合作社整齐划一的稻田里，有一小片

比其他水稻略矮。“这 5 亩是采用武汉理工大

学科研团队的‘水肥一体化’新技术种植的试

验田。我们用的不是颗粒状肥料，而是水肥，

施肥时肥料不会直接接触土壤，让土壤松口

气。”胡丹说。

合 作 社 的 稻 田 一 直 采 用 的 良 种 ，亩 产

1300—1500 斤，虽然比农民常用的种子价格

贵，但能保证优质高产。“现在，消费者不光要

吃得饱，还追求吃得绿色、健康。”为此，胡丹紧

跟市场需求，及时做出调整。2017 年，在农业

部门的指导下，胡丹用生物技术替代农药，用

复合肥、有机肥替代化肥，使用秸秆还田、测土

配方施肥等方法，实现了农药化肥“两减”。

此外，在胡丹看来，现代农业绝不是单一

的第一产业。胡丹探索的“公司+基地”模式，

是一、三产业的融合。现在，“无人农场”就要

建起来了，她又开始思考，将来合作社用工量

减少，如何帮助乡亲们增收？

问题的答案就落在第三产业上。

黄陂区风景秀丽，胡丹心心念念想带动

老乡吃旅游饭。抓住家乡港湾村入选黄陂区

“美丽乡村”的契机，她投资兴建了 500 亩农业

观光产业园项目，包含观光、采摘、垂钓、农业

知识科普等多个内容。现在，在广阔的金色

稻田里，几排果树大棚整齐排列，几亩方塘水

波荡漾。高大的观光产业园招牌立在稻田

中，行人老远就能看到。

“我想让更多人看到，现代农业是怎样

的，让大家更懂农业、爱农村。”胡丹说。

胡丹返乡发展规模化、机械化水稻种植，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有了新科技 种田路更宽
本报记者 田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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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的推广离
不开更多政策支持，运
用 金 融 工 具 也 是 提 高
财 政 资 金 使 用 效 率 的
好方法

农民卖苹果，原来是“由果商

报价”，现在“与果商议价”，主动权

有所增加；对于当地的农业保险，

农民原来不肯投保，现在主动投保

……最近，记者在陕西延安调研时

见到了这样的情况。

苹果种植是延安多数区县的

支柱产业，但过去受灾减产、果贱

伤农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央一号

文件连续 6 年部署扩大、优化“保

险+期货”服务“三农”工作，使越

来越多果农享受到了实惠。今年

8月 30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推

动下，长江期货和陕西人保在延

安市黄陵县推出了苹果“保险+期

货”收入险，从前的价格险升级成

了收入险，而且农民只需缴纳部

分保费，剩余部分由郑州商品交

易所和黄陵县政府承担。

农 民 从“ 不 想 保 ”到“ 我 要

保”，展现了金融支持农民增收的

丰硕成果。从保价格到保收入，

“保险+期货”的不断迭代升级，

更折射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迈开

新步伐。

对 农 民 来 说 ，新 险 种 相 当 于 给 自 己 上 了“ 双 保

险”。以前，价格险只保价格，价格低于预期，农民才能

获得赔付，受灾导致产量下降的损失不在赔付责任

内。如今升级为收入险，价格下跌或是产量下降，农民

都能得到赔付。

对金融机构而言，在传统农业险中，保险公司要承

担较大赔付风险，“保险+期货”相当于为保险公司投

了“再保险”，通过期货市场分散、转移部分风险。期货

和保险形成金融合力，更有利于为农民提供长期可持

续的保障。

总体来说，农业保险的推广离不开更多政策支

持。对政府部门来说，运用金融工具也是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率的好方法。2020 年，通过农业保险，中央

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果放大了 145 倍。未来，期待各

地能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推动金融创新，让金融在乡

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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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19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

近日通报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和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等方面情况。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6.72
万亿元，同比多增 4624 亿元。截至 9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95.5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4% ，月 末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189.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保持基本平稳。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表

示，从金融统计数据看，当前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总量

平稳增长，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同名义经济

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

从贷款实际投向看，9 月末，全部产业的中长期贷款余

额为 67.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增速比同期全部本外币

贷款余额增速高 3.6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业和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分别增长 37.8%、

16.4%和 17.2%，分别比上年末高 2.6、2.2 和 0.3 个百分点，均

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

前三季度

人民币贷款增加16.7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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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郑州 10月 19日电 （记者马跃峰、王者）10 月 19
日，2021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主会场活动在河

南郑州市龙子湖畔盛大开幕。本届活动周以“高质量创新

创造，高水平创业就业”为主题。其间，郑州主会场主题展

示活动，展出创新创业的典型案例和重要成果，举办了创业

投资行业峰会、全面创新改革交流研讨会、中原科技城双创

嘉年华等系列活动。

郑州主会场主题展示分为 5 个展区，共 144 个项目，覆

盖 智 能 制 造 、智 能 汽 车 、生 物 工 程 、新 型 能 源 等 多 个 领

域。开幕当天，郑州双创街区正式对外开放，这是郑州市

政 府 在 活 动 周 期 间 为 创 新 创 业 企 业 搭 建 的 展 示 互 动 平

台，双创周期间双创街区共展出企业 119 家，各街区拟举

办活动 30 余场。

本报北京 10月 19日电 （记者贺勇、王昊男）国内首款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口腔手术机器人，产品性

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 100%的氢

燃料电池发动机……10 月 19 日，一批代表国际国内领先水

平的创新创业成果集中亮相。作为 2021 全国双创周的重

头戏，北京会场主题展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

中心拉开帷幕。

据介绍，双创周期间，北京还将重点围绕双创带动就

业、改革激发活力等方面，征集策划 40 余场专题活动，其中

包括 2021 年“创响中国”海淀站暨京津冀双创示范基地联

盟主站活动、2021 年中关村 5G 创新应用大赛等重点活动

10 余场，通过直播或录播的形式在北京会场网络平台同步

呈现。

2021全国双创周主会场活动开幕

一批创新创业成果在北京会场亮相

胡丹，1982 年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港湾村，大学毕业后在武汉

市一家公司当会计，2007 年回乡创业。

现在，胡丹的公司日均生产大米 200吨，流转土地面积达 2万亩，拥有各式农

机 68台套，年产值逾亿元，共带动周边农户 5000余户增收。2017年，胡丹被评为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10 月 16 日，夜幕下的

广东珠海大剧院，光彩夺

目，非常美丽。

珠海大剧院又称“日

月 贝 ”，是 珠 海 的 地 标 建

筑，拥有大型立面，该立面

投影面积大、画面均匀、色

彩丰富，表现力强。其独

特的造型以及有特色的光

影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观光。

刘国兴摄

（影像中国）

光

影

8 月 10 日，江苏连云港徐圩新区的盛虹

炼化一体化项目工地上一片繁忙，这个投资

数百亿元的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建成投产。

从 印 染 起 家 ，进 而 布 局 化 纤 、石 化 、炼

油，位于江苏苏州的盛虹集团将产业链向上

延伸，持续扩张业务版图，现已跻身世界 500
强，位列第 311 位。“我们将以新能源、新材料

领域为重点，开启战略转型。”盛虹董事长缪

汉根说。

加快形成产业矩阵

1992 年，盛虹集团从一个村办砂洗厂开

始发展，进军化纤领域，此后又在连云港国家

级石化基地先后布局高端化工新材料企业和

纺织原材料企业，实现了“炼化—芳烃/烯烃—

聚酯/新材料—化纤”的一体化布局。

只要按照原来的“化纤到炼化”这条产业

链走，盛虹可以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的佼佼者，

但缪汉根有着自己的想法。

新能源、新材料是世界化工强国和跨国

公司竞争的战略高地之一。“我国新能源、新

材料的技术短板较为明显，新型能源材料、高

性能膜材料、生物基材料等一批前沿技术有

待突破。”缪汉根说。

据了解，围绕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盛虹

集团正在形成“炼化+聚酯+新材料”的产业

矩阵。

丙烯腈是国家发展新材料产业的重要原

料，下游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机

械、电子设备、环保工业、医药农药等各个领

域。盛虹旗下的斯尔邦石化正在推进的二期

丙烷产业链项目，将使丙烯腈生产规模达到

104 万吨/年，成为丙烯腈重要生产基地。

今年 4 月，盛虹集团还与鄂尔多斯市政府

签订投资协议，拟投资 1270 亿元建设绿色新

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生产烯烃及可降解材

料、高吸水性树脂等多种高端新材料及精细

化工产品。

全面调整战略定位

根据新的发展规划，盛虹集团将围绕国

家战略方向和双碳目标要求，瞄准国家能源

转型、产业安全和高端新能源、新材料短板，

全面调整战略定位，深入推进战略转型。

缪汉根说，在“十四五”期间，盛虹将建设

成为具有较强基础原材料保障能力，科研与

创新能力，新能源、新材料供应能力的高新技

术产业集团。

而即将在连云港投产的盛虹炼化一体化

项目，则被定位为“强大基础原材料保障平

台”，为打造先进的新能源、新材料生产和研发

基地提供有力支撑。按照规划，盛虹集团将以

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大宗石化原料为平台保障

基础，全面加快推进战略新兴产业转型，形成

核心原料平台+新能源、新材料、电子化学、生

物技术等多元化产业链条的“1+N”新格局。

目前，盛虹集团在新能源、高性能新材

料 、低 碳 绿 色 产 业 等 三 个 方 向 加 速 推 进 转

型。盛虹石化创新中心总经理安玉贤介绍，

为了攻克关键技术难关，以及推进前沿新能

源、新材料技术项目的快速落地，盛虹还规划

设立 100 亿元产业基金。

“做好该做的事，尽好该尽的力。”缪汉根

对盛虹有着这样的展望，他说，通过战略定位

的调整和转型，争取在一年内扩大新能源、新

材料领域的优势，完成下一阶段技术突破和

项目规划，三年内实现一批新能源、新材料项

目投产达效。

瞄准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盛虹集团——

聚焦前沿技术 推进战略转型
本报记者 王伟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