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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上振兴路：乡贤带动 小辣椒变身“致富椒”

   中新网江西安福卢梦梦 杨
慧英 罗燕红 )
    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枫
田镇，沿着泸水河堤向南走进
枫田辣椒孵化园，千亩大棚连
成一片，煞是壮观。辣椒孵化
园园长彭小飞正和工人们一起
忙着采摘新鲜的辣椒。
   有着 10 余年辣椒种植经验
的彭小飞是当地有名的乡贤。
据他介绍，枫田辣椒曾为明清
贡品，有着300多年栽种历史，
是江西省名优特农产品，西园
村曾凭借种植枫田辣椒获评江
西省第一批省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
　　据了解，枫田辣椒 3 月份
栽种，6 至 7 月份就可陆续上
市，因鲜红美观、肉肥味甜等
特色，市场火爆，供不应求。
“我们在 2021 年成立了安福

丰甜蔬菜有限公司，引导全
镇 21 个村每村入股 5 万元，
并整合乡村振兴及产业发展资
金，建成占地面积 300 余亩的
集辣椒种苗培育、销售、示范、
技术推广于一体的辣椒产业孵
化园。”彭小飞说。
　　如今，该产业孵化园每年
可向种植农户提供优质幼苗
近 1000 万株。在基地的孵化
作用下，全镇有 670 余名农户
参与辣椒种植，种植规模超
3000亩，实现户均增收上万元，
全镇 21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均超 10 万元，其中 4 个村突
破了 50 万元，　让枫田辣椒
真正成为百姓的“致富椒”。
　　近年来，枫田镇创新“乡
贤引领 + 跨村联建”等模式，
成立乡土人才孵化中心，引进
辖区内合作社负责人、乡贤企

业家、种养大户等乡土人才组
建“田教授”“辣椒匠”“菜
师傅”农业技术服务团队，开
通“乡村振兴大讲堂”，设立
“乡土人才服务先锋岗”，多
措并举抓好种植能手和致富带
头人培养。
   据了解，乡土人才孵化中
心通过现场教学、专家授课、
外出考察、试点培养等方式，
对种植技术、电子商务、市场
营销等多个领域进行培训指
导，一支懂农业、有技术的人
才队伍基本建成。截至目前，
该中心累计开办“乡村振兴大
讲堂”24 场、各类技能培训
12 次、现场教学 50 余次，培
养了 100 余名乡土人才。
　　“枫田镇的乡村振兴之
路，离不开‘乡贤 +’力量的
强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将积

极引导全县乡贤积极投身家乡
建设，发挥乡贤‘领头雁’效
应，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带

动村民增收贡献乡贤力量。”
安福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
长徐庆华表示。

央广财评 |中小企业五年增加 51%、“小巨人”A股占比 27% 折射“组合拳”强信心新动能！

    今年以来，各项支持政策
持续落地生效，为我国中小企
业发展形成有力支撑。据中国
中小企业协会消息，6 月中小
企业发展指数为 89.1，比上
月上升 0.2 点，结束连续 3 个
月下降态势。分项指数中，宏
观经济感受指数、市场指数、
成本指数和投入指数止跌回
升，综合经营指数由平转升，
劳动力指数连续两个月上升。
工业和建筑业等分行业指数也
实现大幅回升。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是反映
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
指数，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仍存
诸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综合指数及分项指数的回
升体现了中小企业强劲的创新
活力与发展韧性。
　　作为推动创新、促进就
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中
小企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充当着
生力军、先锋队的角色。工业
和信息化部指出，当前，我国
中小企业呈现“量质齐升”的

发展态势。截至 2022 年末，
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
5200 万户，比 2018 年末增长
51%。我国已培育近 9000 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动
地方培育 8 万余家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截至 2023 年 5
月底，已累计有1420多家“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在A股上市，
占 A股上市企业总数的 27%。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当前
我国经济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
势，但恢复的基础尚不稳固。
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世界
经济增长乏力等直接影响我国
经济恢复的进程。中小企业处
于疫后恢复期，仍面临高成本、
低利润的经营压力，以及“缺
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的数
字化转型难点。
　　解燃眉之急，送企业所
盼。各地各部门先后推出的一
系列政策举措为中小企业纾困
解难。据工信部介绍，仅去年
一年，国家层面出台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就达 40 多
项，带动地方出台配套政策文

件 270 多份。如今，从国家到
地方，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仍在
不断加码、持续推进。
　　年初，国务院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调
结构强能力若干措施》，全面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信心。今
年4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关
于 2023 年加力提升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质量的通知》，明确
2023 年总体继续保持增量扩
面态势。今年 5 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启动的科
技成果赋智中小企业专项行动
和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中小企业
专项行动，以及前期已经开展
的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这“三
赋”专项行动，形成提升中小
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
“组合拳”。6 月底，央行发
布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增
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
度 2000 亿元，进一步加大对
“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金
融支持力度，发挥精准滴灌作
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

扩大就业，支持经济内生动力
恢复。
　　今年以来，各地也纷纷出
台文件，为中小企业发展“加
油助力”。例如，2 月，深圳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 8 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
微企业纾困及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3 月，河南省财政
梳理汇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10大类53条财政政策；4月，
江西省出台 16 条措施助力中
小微企业稳增长、调结构、强
能力；5 月，江苏省表示，今
年将着力加强政银企合作，深
入实施省重点产业链优质中小
企业上市培育计划；山东省近
日提出，全年新培育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1000 家以上，省级
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00
家左右。
　　政策支持强信心，“真金
白银”注动能，真招实效添活
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
据显示，当前，中小企业用电、
采购等指标持续向好，专精特
新企业发展活力持续，中小企

业生产经营保持恢复性增长态
势。相信随着各项惠企政策的
持续推进和成效显现，以及广
大中小企业踔厉奋发、迎难而
上，我国经济持续向好态势将
更加明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支持专精
特新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长期发展
战略。未来，为应对复杂多变
的外部环境，仍需要各方深入
调查研究，多渠道了解中小企
业发展所面临的难点痛点，提
升支持政策的精准度和覆盖
面，提供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
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源动力和
强支撑。同时，也需要中小企
业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心无旁
骛、坚守实业、苦练内功，不
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抗风
险能力。通过内外合力，赋能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 央广网评论员 黄昂瑾 )

图为长势喜人的枫田辣椒。　肖浩 摄

智能机械化技术助力广西提高葡萄种植经济效益

    中新网 (蒋丰慧 )
   7 月 5 日至 7 日，农机地
头展——全国设施葡萄暨南方
丘陵山地果园生产机械化推进
行动在广西桂林市兴安县举
行，来自全国的 15 家农业机
械生产企业约 30 余台 ( 套 )
农机参加展演，在果园内逐一
进行葡萄开沟、施肥、除草、
枝条粉碎等机械化作业模式演
示，展示前沿性的果园智能机
械化技术。
　　活动现场，高密市益丰机
械有限公司带来的自走式多功
能施肥机，吸引了不少农户的

目光。随着工作人员操作机器
运转，大棚内“走”出一条泥
土均匀搅拌的土路，有的农户
举着手机拍摄机器运作的视
频，有的农户蹲身捻起泥土查
看土壤情况。
    “葡萄必须深施肥、断根
施肥，之后把农家肥和有机肥
撒到需要施肥的位置上，我们
的机器开沟搅拌施肥一次性完
成，土肥均匀果树易吸收。”
该公司销售经理刘振华说。
　　据悉，广西属于亚热带季
风气候，温光热资源丰富，适
宜葡萄种植，全区葡萄栽培面

积在全国排名前十，年种植面
积近 50 万亩，产值近 100 亿
元 ( 人民币，下同 )，平均亩
产值 1.9 万元。
    近年来，针对区内山多人
少、劳动力短缺的特点，广西
农机部门推进包括葡萄、芒果
在内的优势特色农作物生产机
械化，大力促进适宜丘陵山地
果园生产机具装备发展。
   兴安县溶江镇千家村委移
民新村种植户刘红梅家中现有
30 亩葡萄园，自从 2018 年家
中购入旋耕机、全自动打药机
等机械用于葡萄种植，她家葡

萄栽种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
家里开沟就用耙子抓，一亩地
要干两天，有了旋耕机开沟，
我家现在 30 亩地两天就可以
完成开沟作业。”刘红梅说。
　　机械化栽种使刘红梅家的
葡萄园亩产增产 1000 多斤，
2018 年购入机器使用后，当
年就让刘红梅一家增收了近 3
万元。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生
产管理机械化岗位专家、中国
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徐丽明表
示，为提高葡萄经济效益，必

须大力推进葡萄生产机械化和
自动化技术与装备。
　　“兴安县气候湿润，葡萄
易产生病菌。自动化喷药机与
人工喷药相比，作业效率大大
提高，且喷洒均匀，可以及时
防止葡萄病变。施用有机肥可
以提高葡萄香气和品质，提高
果品商品性，有机肥开沟深施
机，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
肥和土肥混合，提高作业效
率。”徐丽明表示，广西葡萄
农机农艺高度融合，农机市场
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