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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要持续落实好精准扶贫方
略，分类指导，精准发力，集中攻坚深度贫
困县，打造脱贫特色县，巩固提升摘帽
县。”山西省省长楼阳生在1月25日召开
的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对2018年扶贫工作提出要求，“确
保实现17个国定贫困县和9个省定贫困
县摘帽、2200个左右贫困村退出、61万贫
困人口脱贫，实现脱贫攻坚连战连胜。”

山西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全力推
进精准扶贫八大工程20项行动，易地扶
贫搬迁、特色产业扶贫和健康扶贫扎实
开展。深入推进生态脱贫，完善“五大项
目”联动机制，重点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
和贫困县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鼓励林
业新型经营主体与林农开展股份合作经
营。

发挥生态优势
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1月28日在北

京召开的主题为“健康沙棘、绿色扶贫、造
福人类、共同发展”的沙棘健康产业大会
获悉，被称为黄土高原及其他水土流失地
区生态“维生素”的沙棘，是“生态有机产
品”，也是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区的
首选树种。沙棘产业作为山西省的生态
产业，集中优势资源致力于推动地区发
展，将带动农户精准脱贫。

世界沙棘看中国，中国沙棘看山西。
山西占中国60%的沙棘资源，山西沙棘产
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而且现
在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潜力
无限。而山西省沙棘产业却面临着科研

滞后、高端产品少、发展规模小、缺乏营销
策划、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等一系列问题，
致使沙棘产业发展停留在初级生产阶
段。山西省沙棘产业协会副会长武静丽
说，针对当前的发展现状，山西省众多沙
棘企业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共同解决沙
棘产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山西省沙棘产
业协会也将引导企业充分发挥各企业科
技、人才、资源优势，取长补短、变资源优
势为经济优势，形成协会辅助企业、企业
带动生产基地、基地链接农户的产业化开
发模式。

让城市人多一份健康，让山里人多一
份收入。山西省沙棘产业协会会长、山西
曦晟源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勇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说，“曦晟源科贸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集沙棘种植、研究、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集团化企业，凭借良好的技术成果
转化，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7年，曦晟源迈入了沙棘产业的黄金高
峰期，沙棘果汁饮料、沙棘果浆的年产量、
销量位居国内前列，沙棘系列饮品逐步取
得欧盟、日本、美国的相关认证，在同行业
企业国际贸易中独占鳌头。目前，曦晟源
携手野生沙棘基地和生态农场，打造了一
条‘种植沙棘—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农
牧民增收’良性发展的循环产业链，在沙
棘产业研发上下足了功夫，同时也将产业
变成了一项精准扶贫事业。”

打造循环产业链
实现产业扶贫
沙棘对于生态农业建设、植被环境

改善、食品产业、人类健康、产业精准扶
贫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生态价值、经济
价值和民生价值。“全国部分地区已经明

确将沙棘列入重点扶贫产业中。”在探索
沙棘产品如何带动产业发展，实现精准
扶贫模式的问题时，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副秘书长余朝霞表示：发展沙棘产业实
现精准扶贫，还需要解决产能不足的问
题，需要优化沙棘林生态建设布局，大力
推进沙棘林原料基地建设；推广使用沙
棘优良种苗，提高沙棘品质和产量；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沙棘原料林基地，保
障沙棘原料林建设者权益；加强对沙棘
资源保护，加大沙棘生态林抚育、更新、
改造力度；加快引进机械设备，提高机械
化水平；建立沙棘加工企业投融资机制，
解决沙棘产业投融资难题；加大沙棘加
工企业招商引资力度，引进规模大、品牌
知名、实力雄厚、科技含量高、自主创新
能力强的骨干企业，重点发展精深加工
项目，延长沙棘产业链条，提升沙棘产业
层次。

如果盲目推广种植沙棘扶贫，必适得
其反。沙棘扶贫，就必须要充分利用优势
资源来做自己的优势产业，充分利用人才
资源和国内优秀电商信息平台，放眼全产
业链，对沙棘种植做长远规划，做长产业
链，做宽产业线，从而真正实现沙棘产业
的精准扶贫。

沙棘产业只是山西省生态产业扶贫
的一个代表。山西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
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八大工程20项行动，易
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扶贫和健康扶贫扎
实开展，生态扶贫、光伏扶贫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实施“三保险”“三救助”等举措攻
坚深度贫困。五年来，山西累计退出4800
个贫困村，275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
率从13.6%下降到3.9%，贫困地区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3967元增加到7330元，
年均增长13.1%。

2018 年 1 月 31 日，中国城市化发展
战略研究工程系列丛书——《城市化典
型案例》首发暨案例指导作用研讨会在
北京举行。广东顺德北滘滘镇、湖南长沙
浔龙河镇等特色小镇入选城市化典型案
例。与会专家指出，特色小镇不能自说
自话，必须以产业为依托，否则将没有生
命力。

广东北滘特色小镇
入选城市化案例

在《城市化典型案例》中，广东顺德
北滘滘镇同时是住建部2016年首批公布的
全国127个特色小镇名单之一，并占据了
名单中的两个第一：镇域人口规模最大
（28.81万人）、就业规模最大（18.7万个就
业岗位）。

据介绍，北滘滘镇产业特色明显，产业
集群程度高、产业链完善。家电制造业
优势尤为显著，其中微波炉、空调、电风
扇以及小家电都是世界最大、配套最完
善的生产基地之一。除了美的、碧桂园
两家千亿级企业之外，还拥有精艺、惠而
浦、蚬华、浦项等一大批中外知名企业，
全镇上市企业有8家。

面对制造业电气独大，电器制造业家
电独大，家电制造业中一企独大的局面，
北滘滘镇在创新特色小镇打造中，引进专业
化运营商建设工业设计园区，形成了与国
内外大学、设计界的常态合作，孵化培育
出了一批工业设计、智能制造“小巨人”。

在对北滘滘特色小镇进行入选点评
中，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
究员李津逵认为，特色小镇要在三种空
间上集成创新。培育、支持本地传统第
二产业转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丰富
业态的产业空间，以新产业聚集新人群；
形成紧凑街区的物理空间；建设有活力，
实现社会公众参与、社区协商、成果共享
的社会空间。

建特色小镇不能自说自话
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胡存智在会议

上表示，目前整个社会发展已经以新型
城镇化为中心。中国新型城镇化在短时
间内，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
了城市建设“摊大饼”，土地城镇化大于
人口城镇化，千城一面、千镇一面等一系
列问题。

胡存智指出，国际普遍观点认为，当
城镇化率达到 70%，好像所有问题都迎
刃而解了。其实在中国并不是这样，辽
宁等东北地区就是一个例子。相比外国
的几百年城市化进程，中国只用了 30
年。因此，社会组织形态不适应新型城
镇化发展需要，社会活动失序、失态，“三
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合理布局，历
史文化的传承等很多问题都需要认真研
究和思考。

住建部原工程师、城市化委员会主任
金德钧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半城
市化”问题。不能土地城市化了，人没有
城市化。金德钧指出，特色小镇建设不能
自说自话，要根据资源禀赋因势而为，要
以产业为依托，否则将没有生命力。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
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
认为，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层面跟不
上建筑、建设的短板，在特色小镇等新型
城镇化建设中，必须要重视公共服务的
导入。

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型制造业“拔地
而起”，发展新型制造业成为人民生活改
善和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从制造大国
走向制造强国，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德国目前正在推动的工业4.0和美国
的信息-物理系统技术（CPS），都提出了以
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手段，以知识为核心的
智能制造。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
的“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正是高度重视
智能制造的体现。

物联网技术
“搭手”智能制造产业
当下，物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德稻

物联网大师巴士连认为，工业4.0是指当
前制造业自动化和数据交换的技术趋
势，包括信息物理系统、物联网、云计算
和认知计算。三个基本原则是分散、信
息流、互操作。巴士连说，“不管你怎么
看待它，没有这三大原则，也就没有工业
4.0了。现在去中心化，就意味着并不是
总是从中心的角度看，而是以分散离散
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是说机器本身就可
以做决定了。”

在巴士连看来，分散化意味着信息物
理系统可以自行决策，自主的完成任务。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外部干扰时或者和既
定目标冲突时，才由上级系统处理任务。
信息流是指创建一个虚拟实体的能力，它
对应于真实实体（产品）的数字系统，并使
用设备（这样的传感器和执行器）来提供
上下文信息以完成任务。互操作是指不
同的实体相互沟通交流，交换信息。

例如目前比较流行的汽车自动驾
驶。智慧驾驶是与物联网关联度非常高

的技术。汽车的物联网，现在可以说基础
设施日臻成熟，包括5G的技术也在逐渐进
入技术测试阶段，相应的汽车之间的物联
网，包括它的沟通协议、识别的唯一的标
识，包括它自组织系统内在逻辑，在欧洲
的汽车工业协会，都有相关的工作日程，
逐渐完善汽车物联网的顶层设计。据了
解，中车株洲所推出的一款智慧列车，就
属于自动驾驶领域。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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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热议城市化特色小镇
最忌自说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