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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县回龙镇茅粟岗村景色宜人的休闲小区

今年以来，“生态乡村活动”在广西各地如火如荼
地开展，不断探索有益经验。对于生态乡村建设，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强调：“要坚持生产、生
活、生态一起抓，把山、水、田、路、林有机结合起来，把生
态理念贯穿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进行精心科学规划设计，打造一村一景一韵生态景观。”

12月1日至2日，广西“生态乡村”村屯绿化活动现
场经验交流会将在贺州召开。这一消息，让奋战在贺
州村屯绿化工作一线的干部群众倍感兴奋。
“交流会选择在贺州召开，这是对贺州村屯绿化工

作的充分肯定。”贺州市委书记赵德明说。那么，贺州
的生态乡村建设有何经验？是如何解决资金、土地等
共同困境的？

深挖乡村文化内涵

走进长寿之市贺州的农村，到哪儿都能感受到村
落的绿意盎然和村民的闲情自怡。

在钟山县凤翔镇底村，一幢幢别致的小洋楼掩映

在青山绿水之中，进村入户的水泥路四通
八达，村民围坐在村头枝繁叶茂的古樟下
弈棋、聊天。

在富川县秀水村，有状元楼、进士楼、雕
花石鼓等古建筑古物奇迹，享有“宋元明清
古建筑露天博物馆”之称。在村落房前屋
后、道路两侧的空地上,都种植了特色花卉
和树木，给人“村在林中、人在画中”的感觉。

在生态乡村建设中，贺州严格标准，深
挖乡村文化内涵，创新编制“五个一”建设标准，即：开展
生态乡村建设，在整治“空心村”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农
民休闲公园、一条环村绿道、一个文体场所、一处水面景
观、一个整洁环境。2015年，贺州市实施绿化村屯2499
个，其中自治区级示范村屯342个、市级精品村屯25个、一
般村屯2157个。

贺州市长李宏庆说：“我市通过创新‘突出群众参
与主体、深挖乡村乡土内涵、打造生态乡村精品、壮大乡
村生态产业、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五项举措，统筹推进
‘道路硬化、村屯绿化、水源净化、村庄整洁化’，发挥部
门联动作用，扎实做好生态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突出群众参与主体

生态乡村活动涉及乡村基础设施的项目更多，需
要的财力支持更大，需要的土地空间规整。资金从哪
里来，土地瓶颈如何突破，成为各个乡村的共同烦恼。

千难万难，调动群众不难。在钟山县凤翔镇底村,
该村自发组建施工队伍,村民自筹资金45.09万元，投工
投劳5300余人次，拆除破旧危房100多间,全村动手打
造生态乡村。像底村一样的村庄,在该县还有不少。该
县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各乡镇村屯推选德高望重
的老干部、老党员、致富带头人等村民代表作为理事会

成员,共商美丽家乡建设。
贺州市委副书记唐毓流表示，作为一个缩影，钟山

做法反映出贺州创新经验：资金，用杠杆撬；土地，向闲
置要。用农村的办法解决农村的问题，用群众的办法
干群众的事。

就资金而言，比如钟山县创新推行“三自一补”（即
自筹资金、自主建设、自我管理、财政奖补）生态乡村建
设模式。八步区大力推行“两筹两补”（即“区财政按群
众自筹清洁乡村保洁经费1:1比例给予补贴，区财政按
群众自筹生态乡村建设资金1:1比例给予补贴”）财政奖
补政策模式。富川县实施“五个一”（即上级拨一点、村
委出一点、群众筹一点、后盾单位帮一点、社会捐一点）
模式。昭平县采取“一投一筹”（即自治区财政投入及群
众自筹）方式。平桂管理区实行“三投”（自治区、本级财

政投入及群众投工投劳）模式。融入农村，创新模式，贺
州各地很好地解决村屯绿化专项活动资金不足问题。

就土地而言，贺州以“空心村”整治为突破口，加大
对农村闲置废弃旧房的拆除力度，解决制约村屯绿化
用地“瓶颈”问题。如钟山县杨岩塘、上黄龙、底村等7
个示范村就拆除危旧房2700多间，共计9.11万平方米；

平桂管理区鹅塘镇陶马岭、白水岭拆除危旧房7座，面
积1000多平方米；八步区拆除破旧房屋1280座，无偿
让出荒地、旧宅基地232亩。

壮大乡村生态产业

抓生态乡村建设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危朝安指
出：“要把生态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与乡村生态
旅游相结合,与农民增收相结合。”

贺州的生态乡村建设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走到今
天。贺州林业局局长邓少龙说：“村屯绿化不只是种
树，饮水净化不只是通水，道路硬化不只是修路；而是
整合资源、整合力量，结合乡村产业发展、扶贫攻坚，打
造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特色乡村度假游来整体延伸；
结合绿色发展理念，强化名树古木风景园林提升保护
去整体谋划；结合人居环境改善、乡村历史文化传承和
民族特色升华去整体推进。”

今年以来，贺州市以开展村屯绿化活动为契机，结合
各地的风景林、保护小区及古树名木，大力开展村屯绿化
活动，让乡村绿得更深、绿得更广，打造提升森林乡村游品
牌。乡村旅游带来的人气，间接地推动乡村其他生态产业
的壮大。八步区步头镇黄石村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
史遗存,借“美丽广西?生态乡村”的东风,将旅游产业与历
史文化相结合,引导村民创办了黄石瑶家服饰文化设计部
和贺州市瑶族服饰艺术工作室,利用开发桫椤谷旅游景区,
打好乡村旅游牌。同时鼓励村民成立了种养协会合作社,
养殖土鸡年产6000羽,扩大林下特色种植和蜜蜂养殖业,
引导村民种植竹笋、八角,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壮大了
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如今，像黄石村的发
展故事，正在贺州许多农村都上演着。

当别人追求工业致富之时，贺州市却把致富的梦
想寄托在青山绿水间，也许这就是新常态下如何发展
的“贺州答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右三）到贺
州市昭平县调研指导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
副主席唐仁健（左一），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范
晓莉（左二），贺州市委书记赵德明（左四），贺州市
长李宏庆（右二）等领导陪同调研。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右一）在
贺州市委书记赵德明（右二）的陪同下到钟山县回
龙镇茅栗岗村调研生态乡村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黄显阳在贺州市
副市长刘国学陪同下调研。

富川县柳家乡下湾村绿化

“长寿贺州”生态乡生态乡村妆点村妆点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散户将可购买
台湾股票了。台当局“金管会主委”曾铭
宗近日释放出好消息，开放陆客买台股政
策目前在与相关主管机关沟通中，若有共
识，最快可在明年1月上路。

直接下单

大陆散户炒台股，也不是什么新话题
了，从来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
来”。2008 年 6月，为拯救“跌跌不休”
的台股，台行政部门开始开放大陆机构投
资者间接购买台股。如今终于轮到了普通
民众。

消息人士乐观表示，若“金管会”能
开放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OSU）平台，
大陆民众赴台旅游时，就可以顺便到OSU
开立证券账户，直接下单买卖，通过网络
交易个股及进行资金结算。

曾铭宗到台立法部门报告时说，如果
开放一定会有配套，包括买个股的比例上
限、总数限制及每天的额度上限。台湾财
委会则要求，金管部门必须先报告“开放
大陆散户买台股的效益评估”后才能解

冻。至于陆客投资是否有限额规定，官员
说，可能并入“大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QDII）上限5亿美元内（两岸服贸
协议将提高到10亿美元），也可以另外再
设一个限额，但目前尚未定案。

充实银弹

台湾日盛投顾总经理李秀利表示，大
陆散户可买台股是一个“重要指标”。台股
虽然市场较小，但相较其他市场来说较为
活泼，加上有许多知名企业，又同文同种，
大陆民众对台股仍有相当大的兴趣。“如果
开放陆客买台股，台股就会冲上1.5万点到
2万点。”岛内资深证券分析师方慕孺表示，
开放大陆散户投资台股绝对是“美事一
桩”，台当局不要光说不练，开放愈快愈好。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鸿海董事长
郭台铭此前曾对台湾资本市场提出警告，
指台股本益比（市盈率）太低，恐遭边缘
化。郭台铭表示，大陆腾讯集团获利和鸿
海一样多，本益比却远高过鸿海，资本不
分颜色，只分有效率和没效率。他建议台
当局，开放大陆散户买台股，充实台湾企

业银弹，提高竞争力。
“台当局开放大陆股民购买台股也是

希望引进资金活水，提高台股自由度。”
台湾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墙
说，政策和业绩是股市行情上涨的生命
线，然而，受岛内经济增长乏力、产业转
型困难、民生问题突出、改革进展缓慢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台湾股市人气退潮，资
金动能匮乏，量能陷入窒息。在资金面紧
张的情况下，台湾股市要想反弹并形成持
续上涨动能，需要更多增量资金的参与。

补足“短腿”

如果此事成真，“这是推动两岸资本
市场资金双向流动的重大突破”。天津南
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磊说，长期以来受
制于台湾方面政策，两岸资本市场，特别
是证券业合作交流一直呈现不平衡的局
面，即在两岸之间，大陆对台湾开放多，台
湾对大陆开放少。“尽管2003年台湾证券市
场已全面对外资开放，唯独大陆资本至今
却仍被排斥在岛内股市之外。”朱磊表示，
推动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不能让交流相对
滞后的两岸证券业成为“短腿”。
“股市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政

治的晴雨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陈先才说，目前，台湾上市上柜公司的
70%在大陆设立了分公司，使得台湾股市
受大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是两岸
相关协议的达成，还是大陆经济发展中的
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实施，都会对台湾股市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开放大陆股民购买
台湾股票，“既突破了两岸资本市场互动
合作瓶颈，也为大陆股民提供了更多元的
投资品种”。
“开放大陆股民来台购买股票，代表台

股将新增庞大的潜在的买盘，将为台股注
入更多活力，活络台湾证券市场。”台湾元
大投顾总经理陈豊丰说，“台股也没必要自
己将陆资挡在门外，把市场越做越小。”他
表示，初步估算，开放初期可为台股带来至
少180亿元新台币的资金活水，对成交量低
迷的台股，可谓久旱逢甘霖。

陆客跨海炒台股
多方期待利好多

王大可

据新华社香港12月1日电（记者苏晓、
颜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30日将人民
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香港金
融界12月1日对此表示欢迎，认为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中的这一里程碑可使香港受益，香
港金融管理局呼吁香港业界把握这个历史性
机遇。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表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决定确认了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使用
的货币，增强了特别提款权的代表性，是人
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陈德霖说，香港与内地有密切经贸联
系，又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应把
握这个历史性机遇，不断强化金融基础建
设，提升市场人才和产品，在内地金融市场
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继续
发挥重要的桥头堡和金融枢纽作用。

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
表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不
会影响港元的地位。相反，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中心，人民币业务规模及各方面金融业务
都可望有增长。陈家强相信在纳入特别提款
权货币后，可提升人民币的交投和贸易结算
需求，有助于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

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鄂志寰表
示，人民币“入篮”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
碑，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加速器，更
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一个很明确的
分界线。鄂志寰认为，随着人民币“入篮”，
内地需要加快开放资本市场，并促使内地加
快资本账户的开放，这将会增加全球对人民
币资产配置的需求，为香港带来更多人民币
业务机会。

欢迎人民币“入篮”

金管局呼吁香港把握历史机遇

本报台北12月1日电 （记者王连
伟、孙立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
德铭今天在此间表示，目前大陆各地已
有13个两岸青年创业园，提供创客资金
和政策支持。两岸互补性很强，如果台
湾未来政策更开放，相信许多大陆创客
也会来台发展。陈德铭是在台北文创大
楼与两岸青年创客座谈时说这番话的。

在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共同主办的
两岸青年创客座谈会上，海基会董事长
林中森陪同陈德铭一起，与数十名两岸
青年创客及企业代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的交流座谈。

陈德铭与两岸创客座谈
本报桃园12月1日电 （记者王连

伟、孙立极）两岸老人预防保健与安养
论坛今天上午在长庚大学医学大楼举
行。两岸专家学者及业者50余人，就两
岸老人照护及保健经验、两岸养老产业
的发展与合作等主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率团来台参访的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与台
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出席论坛。

陈德铭在致辞时表示，加快发展现代
化健康养老产业、建立更为科学化的养老
体系，是两岸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他说，
大陆拥有全球潜力最大的养老市场。他希
望此次论坛双方能擦出合作的火花。

两岸养老保健论坛举行

近日，游

客在澳门街头

圣诞树前拍

照。随着西方

圣诞节的日益

临近，澳门街

头圣诞氛围越

来越浓。

郭俊锋摄
（人民图片）

澳门街头圣诞气氛浓

普遍认为，开放陆客买台股是一大利好。 图片来源：台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