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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西藏的生

产经营指标让人震惊。

报告显示，其 GDP平
均增速为 19.8%，位居
全国之首。这在西藏历

史上前所未有。国家统

计局发出质疑，率团入

藏调查，发现：西藏一

季度工业总产值 4 个
亿，其中 1个多亿为华
泰龙公司所贡献，考察

华泰龙公司现场之后，

调查组达成共识：“确

实是这样。”

特约记者 寒雪/文
农产品的价格一直牵动着各地政府的心脏。今年，中国大

蒜生产最大基地金乡县政府的心情从去年的亢奋直线跌落，
“去年大蒜价格疯长，是‘算你狠’，现在是大蒜价格跌落，‘算
你贱’。”金乡县副县长刘鹏表情有些黯然。

今年的大蒜价格低落不仅仅影响了农民的利润，甚至波
及到了农民种蒜的成本。走进大蒜农田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司
副司长王斌提出建议，“地方政府应该建立风险机制，对种植
业的市场风险进行保险。”

商务部力推

2010年，集中了全国市场 70%大蒜产能的山东省金乡县
交易市场，曾被各种大蒜经济人和储藏商围得水泄不通。大蒜
价格也一路上涨，批发价格从 2元/斤涨到了接近 4元/斤。

但是，今年的形势则不容乐观，“现在大蒜的价格每斤只
有 1.2元，去年这个时候，大蒜的价格是每斤 2元。”金乡县副
县长刘鹏向记者介绍。

5月 22日，在金乡大蒜即将丰收之际，金乡县召开了有机
大蒜新闻发布会暨农超对接推进仪式，沃尔玛等知名企业都
与金乡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平稳销售就已经很不错了。”刘
鹏把今年的销售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商超对接上。

商超对接一直是商务部所倡导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
司长王斌也走访了多家大蒜公司和蒜农，“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保护农民的利益。”

然而今年，金乡大蒜的亩产在 3000斤左右，而化肥、农机
燃油的价格上涨，已经严重剥蚀了农民的利益，“基本就是一
个保本。”一位蒜农向记者介绍。

王斌看到这一现象心中并不平静，他向记者透露，“我们
商务部最近已经和保监会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建立一种保
险，就是保障农民利益的保险。”

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指出了保障农民利益一事，据
了解，保监会目前推行的农业保险，属于农业保本保险。

记者在保监会的资料中看到，农业保险“一是要进一步完
善和细化农业和粮食生产保险责任，将自然灾害、意外事故、
病虫害和疫病等风险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二是要在有条件的
地区，积极研究探索开发保价格、保收入的农业保险产品”。

而王斌所说的农民利益保险正是对农民的收益进行保险。

地方政府艰难抉择

据王斌介绍，在上海已经进行了农民收入保险，目前效果
比较好。

但是，这一保护农民收入的保险险种很难推行下去。“因
为保险的投资人需要是地方政府，是政府拨款，为农民上保
险，不能指望农民自己入保险。”王斌认为，这种保险将从根本
上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状态。

农民收入保险，主要是根据当地过去三年的产量进行保险。
“要以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为

契机，大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扩大政策
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监会文件上显示。

但是需要地方政府投资进行农民收入保险则十分艰难。
“我们去年去台湾考察过这样的农民收入保险，台湾做得

非常好。”金乡县副县长刘鹏向记者表示。
“但是考察过后，我们也只是简单沟通，还远没有进行到实

施的阶段。”对于原因和时间推进的问题，刘鹏表示，“很难说。”
而让政府拿钱为农民参保，政府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整

个金乡县刚刚从贫困县上的名单跳出。整个县只有一家星级
宾馆。

对于地方政府包办保险，分析人士认为，“有的地方政府
包办了农业保险从承保组织、保费收缴、查勘定损、赔款支付
等一系列工作，保险公司自身作用发挥十分有限，使农业保险
从市场化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政府不当干涉保险公司正常
的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服务。”

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赔付率高，如果
没有必要的政策支持，保险机构的积极性肯定不会高，即使勉
强开展起来，最终也只能是独木难支。
“除了政府投入进行农业市场保险，此外也没有太好的办

法。”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认为，想让农民增收需要
地方政府作出更多的让步。

农民收入
保险“试水”

对于众多读者而言，2008年中国奶制品行业“三聚氰胺
事件”，许多人应该还记忆犹新。在这场风暴中，众多奶制品企
业陷入诚信危机，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位列三甲的三鹿甚至
轰然倒塌，从此不见于江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度陷入信
任危机和经营困境的牛奶行业提升了中国人的食品安全意
识，也带给中国人很多有益的思索。

专家表示，改变食品行业的现状可能并不复杂。只要企业
负责人真正理解“食品企业是良心企业”的内涵，一切问题应
该都可迎刃而解。

据悉，今年 5月始，三元牛奶已开展一场历时半年、横跨
全国 40余个城市的“三元牛奶全国品质行”大型活动，为重建
消费者信心贡献力量。三元牛奶此次大手笔的宣传活动，无
疑为整个行业吹来一股清新空气。

5月 28日，三元牛奶此次主题为“诚信三元，良心牛奶”
的全国品质行活动的首发站和启动仪式特别选在“5·12”地震
重灾区———成都映秀小学举行。活动中，大家参观地震遗址并
悼念遇难亡灵，了解学校灾后建设。会后，三元牛奶更向两所
学校的每一位师生捐赠一份极致高品质牛奶和儿童牛奶，为
灾区学子献上一份诚挚爱心。三元食品副总、常温奶事业部总
经理马国武向记者介绍，这次三元食品全国品质行活动特别
选择在成都映秀镇中小学举办启动仪式，就是要把活动的第
一份爱，献给最需要的地方。据悉，在 2008年汶川地震中，三
元向灾区累计捐赠 1263.5万元的款物，三元与当地老百姓早
已建立起深厚感情。这次捐赠与探望，也是企业对灾区重建的
持续关爱与责任所在。

窥斑见豹，一场食品行业整饬之风已风生水起，并将轰轰
烈烈展开。业界专家评论，如今，食品安全已成为食品行业可
持续发展、食品企业永续经营的前提，像牛奶产业这种传统却
潜力巨大的产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心之一，就是在自身产
业链的每个环节上紧发条，在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相关
政策的完善与实施推动下，确实做到由“量”到“质”经营观念
的转变。因此，三元此次全国品质行活动不但具有现实意义，
还具有行业重建诚信体系的强大感召力。

用良心
改变中国食品业现状
本报记者 李岷/文

本报记者 孔迪/文

作为首家在西藏开发资源的中
央企业，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龙公司”）犹如一
匹黑马进入公众的视线，这是一个怎
样的企业？记者走进了这座屹立在雪
域高原的堡垒。

华泰龙公司是中国黄金于 2007
年 12月控股组建的子公司，成立之
初就承担起了开发和建设西藏甲玛
铜多金属矿采选技术改造工程项目
（以下简称甲玛项目）。
“甲玛项目是促进西藏又好又

快、团结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孙兆学表示。

为把甲玛矿区建成世界屋脊上
的一座“绿色生态环保、大型科技现
代化”标杆矿山，在三年时间里，华泰
龙公司加强现场管理，提高入选矿石
品位，重点加大对采矿施工队的考核
与管理，在开采现场加大对矿石损失
率和贫化率的监管力度。“考核是强
有力的工具，企业是靠制度管人的。”
华泰龙公司总经理姜良友说。

5300党支部
甲玛矿区地处高海拔地区，山高

路险、气候恶劣。这里的员工整日与
雄鹰为伍，与牦牛为伴，在 5000多米
的云里雾里作业。
“这就需要一种信念、精神和信

仰。”华泰龙公司党委书记滕永清说。
皮肤黝黑的生产技术部经理严

得奎 48岁，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沧
桑。一次，化验室着火，严得奎二话不
说冲上去。“这就是党员的引领作用，
在他身后的人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会冲到前面。”滕永清说，“这就是
党支部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的作
用，政治优势转化成了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滕永清介绍，公司党委重新划分
成立了 6个党支部，并在 5300米标
高作业地点组建中国海拔最高的企
业党支部———5300党支部，让党旗在
世界屋脊高高飘扬。这里成立了生产
技术、雄鹰测量、地质勘探、安全环
保、甲玛工贸等党小组。

陈建设是 5300党支部所属的勘
探部工程师，那场大雪让他至今记忆
犹新。连续飘了几天雪花，山路被封，
电话不通，后勤物资无法送达。“争取
活着下山”，陈建设要大家团结起
来。 9个人，5斤多土豆、两颗白菜和
几斤大米，硬撑了四天。
“5300党支部”的雄鹰测量队用

青春丈量着甲玛矿区的山山水水。
“这个团队还是一些涉世不深的

青年，和在内地的同龄人比起来，他们
实在太辛苦了。”5300党支部的支部
书记温广平几次强忍着打转的泪花。
“但是，在艰苦条件的砥砺下，

5300党支部的年轻党员们，已经逐渐
成长起来，成为了企业发展的中坚力
量，在蓝天白云下擎起了鲜艳的党
旗。”温广平的自豪油然而生。

5300 党支部还组建了甲玛工贸
党小组，使党的活动深入到藏族群众
当中。如今申请入党的藏族员工已达
9人。
开小车上班的幸福员工

事实上，华泰龙公司的生存环境
非常敏感，在这里任何一件小事都可
能演绎成民族团结的大事。“和谐是
生存的根本。”总经理、党委书记孙兆
学说。

自从到华泰龙公司工作后，王颖
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进村入户访民情、
摸情况，记不清有多少次坐到藏族阿
妈家里话日子、拉家常。“嘴皮子都快
磨破了，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
婆婆妈妈了。”这位豪爽的华泰龙公
司群众工作部经理、缘猿园园党支部副书
记笑道。
华泰龙公司作为首家在藏区开

发矿业的中央企业，深知肩上的政治
责任和社会责任重大。通过修桥铺
路、捐资助学、兴修水利、及时补偿、
走访慰问，特别是坚持“用工本地
化”，提高了矿区周边农牧民群众的
收入，使农牧民共同致富。目前，华泰
龙已出资 4700万元用于改善当地交
通、生活各方面条件，致力于造福地
方百姓。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用当

地群众子女。让当地群众从开发矿业
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建设者，形成

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姜良友说。
据悉，现已招录矿区周边藏族员

工 员猿愿人，甲玛工贸公司招录当地藏
族司机 缘圆名，通过雇用当地藏族民
工参与建设、租赁当地汽车、采购砂
石料等多种带动方式，据不完全统
计，在基建期累计为农牧民群众创收
达 3851万元。华泰龙公司聘用少数
民族员工比例高达 35%。
“用工本地化”带富了一批甲玛

乡人。一度矿区停着一排排小车，一
排排大车，这让人大惑不解。后来了
解得知，甲玛乡的华泰龙员工开着小
车来上班，小车一放，开着大车去拉
矿。2009年末，公司出资 1600万元收
购甲玛乡村原有松散无序的车队，垫
资组织全乡全部 655户农牧民，入股
成立甲玛工贸有限公司，与华泰龙公
司展开工程、运输、绿化、环保、劳务
等多领域合作。目前，甲玛老乡已分
红两次计 133万元，平均每户可分得
2000多元，甲玛工贸公司的管理和运
营，运转好、经营好、管理好，形成一
个健康稳定的和谐共建载体。
“过去华泰龙开发离不开我们，

现在是我们离不开华泰龙。我们不需
要在外面找工作，在家门口就可以挣
钱，感到很幸福，要珍惜机会好好
做。”阿旺大叔说。

在带动群众致富的同时，华泰龙
还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输血和造血
服务，2011年缴税 2653.7万元。
环保扎根，绿色提神

开发矿产资源与保护环境向来
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以前，甲玛矿区开发粗放，一些
小型采矿企业重开发、轻保护，生态
环境破坏严重，还不时发生采矿污水
毒死牛羊事件，给当地农牧民群众心
理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收入、环保和民族团结都没有

得到实惠。”当地居民索朗次仁最初
非常反感。华泰龙进驻甲玛伊始，“又
来了一个。”索朗次仁心中很是抵触。
“在这个地方开矿，要做到环保

扎根基，绿色提神气。”孙兆学为矿产
开发的节能环保定了调。

华泰龙公司按照“和谐、生态、环
保、科技、规模”示范矿山的标准，对

采矿方式、原矿局部运输方案、尾矿
库、供水管线选择等进行了重大设计
变更。

针对甲玛矿区海拔高、植被稀
少、生态环境脆弱的特殊情况，华泰
龙遵循“点上开发，面上保护”和“在
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
把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贯穿到生产
的各个环节。

姜良友介绍，公司在一期项目中
投入 1.8亿元用于尾矿复垦、水循环
处理、矿区绿化、水土保持等环保项
目。

公司组织攻克多金属回收技术
难题，有效回收了 6 种金属；攻克多
金属选矿浮选废水循环利用技术难
题，实现工业废水的“零排放”；采用
尾矿压滤干堆技术，有利地保护了当
地生态环境。其中投入 2000余万元
对矿区河道、边坡、路基和工程占地
采取严格的水土保持措施，投入 1300
余万元用于对矿区的植树复草等绿
化工程，并对原被整合的尾矿库进行
复垦。

在去矿区的途中，会看到矿山外
联公路两侧栽植了耐高原、耐风寒的
金丝柳。“树都是我栽的，就像自己的
孩子一样，看着树总想再过十年，树
就长大了。如果哪棵树被破坏了，心
里很难受。”当时负责修路及绿化的
严得奎说。

华泰龙创造性地对矿区现有办
公、居住场所安装太阳能采暖工程近
万平方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 5000余吨。

在节能环保方面，公司创造了国
内或行业的三个第一：有色多金属矿
山选矿厂循环利用回水率最高，达
94.4%；高原有色金属矿山首先应用
尾矿压滤干排工艺，实现了工业废水
的“零排放”；在生态环保工程投资远
超国家规定不低于 3%的标准，高达
11%，创少数民族地区矿业开发之
最。

如今，甲玛的水更清了、山更绿
了，过去不长草的地方栽上了树。“变
化很大。乡里原来只有一条小路，现
在有柏油路；环境变好了，绿树成
荫。”已经成为华泰龙员工的索朗次
仁将这些变化都看在眼里，从心底里
开始拥护华泰龙公司。

华泰龙：
央企黑马推高西藏 GDP

甲玛矿区鸟瞰图

记者手记

西藏甲玛乡，松赞干布的故乡，一片净
土，蓝天白云，抬手似乎就可以触到天。

这个离天咫尺的地方，被称为生命临
界区，“山上不长草，氧气吃不饱，终年雪不
断，四季穿棉袄”。人即使躺在床上一动不
动，也相当于在平原负重 20公斤。然而，这
片土地上，活跃着中央企业的一支队伍，他
们挑战生命的极限，常年扎根在海拔 4400
米到 5300米的区域，勘探、测量、施工并生
产。在这里，他们创造了西藏矿业开发史上
的奇迹。

什么都可以谈及，唯有谈到健康、亲
情，七尺男儿竟掩面而泣，健康与亲情成为
奢望，成为心中永远的痛。

姜良友来到矿区几个月后，身体指标
急剧变化，低血压变成了正常血压，血糖一
度高到 24，每天靠注射液体来维持。无论工
作到多晚，他都要上山，回到矿区。“打死也

不上高原”的畅哲生二上高原，见面时正在
打点滴。员工每年体检，多数员工抱病在
身。

对亲人的愧疚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
的痛。甲玛项目创建期间，质检部经理张生
武的爱人身患癌症，坚持到年底才回去，年
后却第一个返回矿区。曾经七八位员工的
父母病危病故，没有一位能赶回去床前尽
孝。那种痛，时常在心中隐隐发作。
“工作是干不完的，一定要保护身体。”

孙兆学无比心疼，“你们可以玩命地工作，
但不能玩命。”

然而，无论面对何种艰难与心酸，第二
天他们都会迎着朝阳去战斗，他们痛并快
乐着。

只有他们心里知道，在生命的禁区，要
永远地扛起标杆的旗帜，扛起国际一流矿
业公司的旗帜。

心中永远的痛

西藏华泰龙公司自组建以来，克服了高原缺
氧、开采困难、电力不足等不利因素，顽强拼搏，勇
于奉献，顺利地完成矿权整合、矿区勘探、项目建
设、和谐共建等工作，保持了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
的良好势头，取得了显著成效。

具体来讲，他们着重做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工
作：矿权整合、地质勘探、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和谐
共建、党的建设、文化建设。

华泰龙公司是中央企业驻藏机构的标杆，也是
中央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标杆，如果说科学开发和
精细化管理是华泰龙公司快速发展的硬驱动力，那
么国企的政治优势、党的力量则是华泰龙持续发展
的软实力，正是在双轮战略的驱动下，华泰龙公司
进入了科学发展的快速车道，创立了雪域高原多金
属矿业开发的奇功。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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