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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
特色小镇、文旅小镇，与精准扶贫
息息相关的中西部地区特色小镇
建设一直是难啃的硬骨头。而未
来，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米产业
或将成为助力贫困地区特色小镇
建设的引擎。

小米产业的大市场
小米是中国悠久的粮食作

物。在以健康饮食为主的今天，
小米的营养价值被都市人群重新
重视和认可，小米产业的未来市
场地位不可小觑。

科学研究发现，每100克小米
含蛋白质13.4克、脂肪1.4克，其
含量都不低于稻、麦。而且一般
粮食作物中不含有胡萝卜素，而
小米每100克含胡萝卜素达0.12
毫克。维生素B1含量更是居所
有粮食作物之首。

目前，全国小米种植面积
1500万亩，总产量25亿公斤。小
米种植分布于23个省，北方10个
省区占全国种植面积98.8%。其
中，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
古三省区占66.3%。

河北省年种植面积350万亩，
面积居全国第二，总产量全国第
一。其中河北省邯郸武安市（20
万亩以上）、张家口蔚县（15万亩
以上）种植面积居前两位。

中国自古有四大贡（小）米，
分别是：山西晋东南的沁州黄、河
北蔚县的蔚州桃花米、山东金乡
县的金谷小米、山东章丘市的龙

山米。
在《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中，国家谷子改良中心主任程汝
宏认为，小米的市场价值严重被
低估了。随着大城市亚健康人群
对小米需求量的增加，小米产业
的市场潜力将十分可观。

而与市场需求量井喷成反比
的是，相比建国初期的高达1.48
亿亩的种植面积，近年来，小米产
量缩小、单产面积产量低、劳作辛
苦等客观因素使得小米产量反而
在逐渐减少。

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王瑞
元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1993年，
全国小米种植面积2748万亩，产
量400万吨；而到2008年，全国小
米种植面积仅有1222.3万亩，产
量仅128万吨。

一方面产量急剧下降，一方
面需求急剧增加，中间的市场商
机无限。王瑞元认为，未来通过
产业链的延伸，高附加值精深加
工产品的产生，比如婴幼儿米乳
粉等，小米产业对当地的脱贫攻

坚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将成为产业扶贫抓手
小米几乎都出产于中国中西

部贫困地区，其中，太行山南北的
主产区是国家扶贫办划定的太行
山-燕山连片贫困带。出产四大
贡小米之一——蔚州桃花米的河
北张家口蔚县几乎是离首都最近
的国家级贫困县。

蔚县地处河北省北部，北京
以西，县城距北京直线距离150公
里左右。蔚县历史悠久，古称蔚
州，是“燕云十六州”之一。然而
由于气候、交通等原因，蔚县经济
发展比较落后，是国家扶贫工作
重点县之一。

蔚州小米虽然在明清年间就
久负盛名，但是由于小米产量较
低、缺乏品牌知名度，农民种植小
米的收入并不高。

而随着益海嘉里以粮油业知
名品牌金龙鱼作为桃花小米的品
牌，优质小米搭配知名品牌，加上

益海嘉里等资源大力助推，有望
为蔚州小米重新打造知名度，帮
助蔚县贫困人口脱贫。

蔚县县长王树国将这一做大
小米产业的扶贫开拓新模式，形
象地比喻为“精准点穴”。

蔚县副县长薛静洁表示，这
种世界五百强企业+当地龙头企
业+农业基地和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正好弥补了蔚县小米等优质农
业产业缺少品牌及销售渠道的短
板。

目前，益海嘉里集团副董事
长、首席运营官穆彦魁，益海嘉里
集团油脂贸易总监涂长明分别被
聘为张家口市产业扶贫顾问和蔚
县产业扶贫顾问。

涂长明表示，小米产业扶贫
新模式不能是一个企业的单打独
斗，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
模式必须要动员更多的企业等社
会资源参与进来。目前已有200
多家益海嘉里金龙鱼上下游合作
伙伴、经销商，平安集团大健康互
联网企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等已经参与进来。

扶贫特色小镇
急需优质产业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

国祥表示，中西部贫困地区优质
农产品容易出现亏本、滞销等问
题的主要原因是终端市场没有解
决。蔚县金龙鱼品牌企业主导参
与的蔚县小米产业扶贫模式十分
具有推广价值和现实意义。

蔚县不仅有小米杂粮、杏扁
等农副产品资源，而且有暖泉古

镇、剪纸、打树花等可供旅游开发
的文化资源。未来，蔚县完全具
备把自身打造成为北京的旅游后
花园、生态菜篮子和养生休闲小
镇的综合资源优势和条件。

目前河北蔚县当地已有的
运动小镇、艺术小镇分别是国家
体育总局认定的第一批运动小
镇和河北省第一批省级特色小
镇。其中，蔚县艺术小镇的定位
是京西重要的艺术创作基地，
艺术品交易平台和文化交流载
体。很显然，文旅特色小镇的
培育需要小米等当地优质产业
的发展，并以产业反哺扶贫作
为有力支撑。

在山西省西南部“沁州黄”小
米的原产地，山西晋城市阳城县
润城镇入选了2016年第一批国家
级特色小镇。盛产优质小米的沁
河流域的泽州县巴公镇和高平市
神农镇今年均入选了第二批国家
级特色小镇。

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特色小镇
亟待优质产业的注入。而小米产
业将有力弥补这一不足。未来蔚
县的打树花等旅游资源将可以通
过特色小镇这一载体与小米等优
质农业资源结合，通过小米产业
与旅游观光、养生休闲等元素结
合，实现特色小镇载得住客、留得
下人。

李国祥认为，国外的现代农
业产业发展均是和旅游业结合，
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蔚县
下一步可以在增加小米等优质产
业附加值，延伸产业链上下功夫，
比如小米酒深加工、观光和体验
等。

小米产业附加值 加持扶贫特色镇
本报记者 范颖华

受益于优惠政策吸引、“一带
一路”倡议逐步成为国际共识等
多重利好因素，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年轻城市霍尔果斯投资持续
升温，今年1—10月，新落地企业
10086家，平均每月新增企业逾千
家。最新数据显示，受益于持续
投资热，今年前三季度，该市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49.10亿元，增长逾
八成。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
放，被外界称为“中国开曼”的霍
尔果斯已成为资本市场追逐之
地，再度成为“一带一路”上最火
爆的明星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公司入驻。

战略机遇政策
转为招商发展优势
霍尔果斯，蒙古语意为“驼队

经过之地”，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西接哈萨克斯坦，古时曾
一度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
纽，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
国家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桥头
堡和国际大通道，我国西北边境

重要的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化的交
通枢纽。

随着许多战略机遇叠加而
至，霍尔果斯将战略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奋力实现跨越式发
展。2011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并印发《关
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33
号），赋予其国家级经济特区优惠
政策。采取提供财政补助和税收
优惠等十大措施，加大对喀什、霍
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扶持力
度。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在
这两地实行税收优惠。鼓励“先
行先试”：在体制机制、加强财税、
金融、土地、产业、人才等7个方面
做了具体规定，旨在推动两个经
济开发区建设发展，提供更加优
惠的政策和更加有效的服务；明
确鼓励将两个经济开发区建设成
为我国向西开放、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窗口，以及新疆跨
越式发展的经济增长极和沿边开
发开放的示范区。

中外招商网（北京中外软件
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闰缬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说，近年来，霍尔果

斯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前来注册成
立，有的是为了享受税收优惠，有
的则是发现了商机。注册型企业
的快速增加，有效地带动了该市
财政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增加。

数据显示，霍尔果斯区（市）
2015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5.85亿
元，而2016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
14.37亿元，同比增加8.52亿元，增
长145.7%。霍尔果斯市域（含兵
团）2015年实现生产总值34.63亿
元，比上年增加1.47亿元；2016年
生产总值39.05亿元，增速22.6%。

目前，霍尔果斯、喀什已声名
鹊起，正快速发展，新疆霍尔果斯
特区伊宁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刘书雷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伊宁园区是霍尔果斯经
济开发区“一区四园”中规划面积
最大、交通区位最优、要素保障最
好、发展潜力最强的重点园区之
一，重点建设区域性商贸物流中
心和优势资源转化加工区。

夯实基础PPP模式
助力园区开发建设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新疆霍

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特别
宣介会上，首批推介的19项PPP
项目总投资规模 139 亿元，计划
2018年完成投资60亿元。刘书雷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将依托伊宁园区特殊政策优
势和巨大发展潜力，采取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PPP）方式，重点优
选国内外有实力的PPP项目咨询
机构（已在新疆、伊犁州PPP中心
备案）社会资本方，按照“EPC+
PPP”模式，全面启动首批推荐
PPP项目前期设计和洽谈对接工
作。按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伊宁园区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管理
办法》，以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伊宁市财政为依托，以伊宁园区
财政出资为引导，社会资本按14
比例共同出资，设立园区产业发
展引导基金（总规模50亿元，一期
2017年筹资10亿元，伊宁园区已
到位2亿元），专项用于园区开发
建设、优势产业培育和PPP项目
引导基金。

近年来，伊宁园区按“由东向
西滚动开发、基础设施先行”原
则，积极推进园区开发建设。按
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一区四

园”管理运行办法（试行）》“加快
开发区体制、机制、政策创新，建
立‘统分结合、互利共赢’运行机
制”等改革要求，伊宁园区必须加
紧补齐短板、培植优势、创新驱
动、后发赶超，全力推进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以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积极引进国内外有
实力的社会资本、咨询服务机构，
推进园区2018年重点开发建设项
目前期规划和投资合作。

国发33号文件明确指出，伊
宁园区重点建设区域性商贸物
流中心和优势资源转化加工区，
承接伊犁河谷优势产业聚集，建
设伊宁－霍尔果斯城市副中心，
按照“统一规划、优势互补、错位
发展”要求，重点培育发展先进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药、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健康产业、金融服务、现代
物流、总部经济、文化旅游等鼓
励类产业，同时依托伊宁市首府
城市特有优势，努力构建科学合
理、特色鲜明、功能配套、协调发
展的空间布局和产业体系，全力
打造伊宁市创新发展、产业聚集
的新平台。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月增新企业逾千家
本报记者 马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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