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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瑰宝珍宝应由人民共享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要持续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
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
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需求。”

□□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自2024
年10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电）

要闻简报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张千千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13日发布消息称，为做
好金融支持防汛抗洪救灾及灾后重建工
作，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新增重庆、福建等12
省（区、市）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

据了解，12 省（区、市）包括重庆、福

建、广东、广西、河南、黑龙江、湖南、吉林、
江西、辽宁、陕西、四川。新增支农支小再
贷款额度将支持受灾严重地区防汛抗洪
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加大对受灾地区的
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督促
相关省（区、市）分支机构用好用足新增
再贷款额度，指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救
灾和灾后重建的融资需求，简化程序，加
快审批，保障受灾企业资金需求，帮助企
业恢复生产。

新增100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支持防汛抗洪救灾及灾后重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张艳玲 郭诗瑀

不久前，四川省成都市下辖的都江
堰市多家农业经营主体以名下农产品冻
库作为抵押物，累计获得成都农商银行
都江堰支行超千万元授信支持。虽然与
10 年前成都首单农业大棚抵押贷款发放
后所引起的媒体和社会普遍关注相比，

“冻库贷”显得十分低调，却被业界视为
成都推进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融资的
又一次突破。

长期以来，金融“活水”难下乡是世
界性难题，农业经营主体普遍缺乏有效
抵押物是一大痛点。为此，近年来，我国
多地将目光投向不断攀升的农业生产设
施上，试图通过确权颁证将其拉出“投资
大，却贷不来一分钱”的窘境。在这个创
新赛道中，成都无疑是先行者之一。从
10 年前的“大棚贷”到最近的“冻库贷”，
从 2015 年在全国率先整市推进农业生产
设施确权颁证，到 2021 年获批国家“普惠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后进一
步在都江堰、崇州两地开展农业生产设
施抵押贷款融资试点，成都是否找到了
那把打开农业融资新窗口的“金钥匙”？

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9个大棚贷了2000万元
成都率先拉开农业生产

设施抵押贷款融资大幕

2014 年 11 月，成都市锦江区按照“一
栋一证”的原则，向成都高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 9 栋共 35922.4 平方米温室大棚
颁发了 9 本所有权证书，该公司利用大棚
所有权进行直接抵押，获得成都农商银
行抵押贷款 2000 万元，成了四川省首个
农业生产设施确权颁证并成功抵押融资
的案例。

9 个大棚贷了 2000 万元，一时间，各
大媒体争相报道，农业圈讨论热烈，学术
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农业生产设施有
了“合法身份”，不仅有效保护了农业经
营主体的合法财产，更激活了农业生产
要素，打开了一扇农业融资的新窗口，将
对现代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

锦江区的成功试水，让成都市加快
了对该项工作的推进进程。2015 年 5 月，

《成都市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登记管理
办法（试行）》印发，形成了农业生产设施

所有权登记管理的一整套机制，而且明
确了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办理抵押登记
的流程。此时，放眼全国，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还在大力试点，提
前完成“必答题”的成都显然已经做起了

“附加题”。
2016 年，成都市进一步自我加码，在

全面完成农村“六权”确权的基础上，部
署推进包括农业生产设施在内的农村

“新四权”确权颁证工作，一大批养殖
场、温室大棚等农业生产设施“上了户
口”。当时正缺资金的生猪养殖企业四
川微牧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就吃到了政
策红利，在 2016 年初以 8000 多平方米猪
场设施的所有权证作抵押，获得邛崃市
首 笔“ 农 业 生 产 设 施 抵 押 融 资 ”贷 款
1000 万元。

这些成功案例让人们充满希望，但
事情的进展似乎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
利，10 年来成都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
办理的并不多，每一次新案例出现，仍然
是当地的一件新闻。如一直到 2022 年，
双流区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抵押贷款才
实现零的突破——成都蚕丛园艺有限公
司以 6511.92 平方米农业大棚所有权以及
420 亩农村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获得

银行 400 万元授信。

“上户”易 贷款难
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

融资堵在哪儿

按照 2018 年成都市印发的《农业生
产设施所有权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为农业生产设施“上户口”的
“门槛”并不高，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
可以向县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截至去年 11
月底，成都全市尚在有效期内的农业生
产设施所有权证仅 394 本，颁证比例非
常小。

“‘上了户口’，也不一定能贷上款，
导致农业经营主体申请办理农业生产设
施所有权证的意愿不强。”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很多农业经营主体的权证意识不
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先到银行咨
询贷款事宜，得到农业生产设施办不了
抵押贷款的答复后，就不会花费时间和
精力去办证了。

2023 年初，都江堰市分管农业的副
市长谭凌云组织农业企业座谈，了解企
业融资需求。 （下转第二版）

当年“大棚贷”迈开步 如今“冻库贷”能否蹚开路
——成都推进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融资十年观察

近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
城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
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
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需求。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道出了文化和
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内在逻
辑，蕴含着深刻的实践要求和深厚的为
民情怀，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提供了行动
指南。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
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文化和自然遗产
蕴藏着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
和共同记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灿烂文
明史，镌刻在这些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里。良渚古城遗址见证着先民食稻衣麻
的生活与文化，红河哈尼梯田印记着哈
尼族人1300多年来的勤劳智慧，泉州老
城风格多样的建筑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开
放包容。一方面，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文化和自然遗产，就是在赓续中华文

脉，筑牢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根基。另一方面，这也是无数
中华优秀儿女在悠久历史中创造出的宝
贵财富，其保护传承利用的成果理应由
人民群众共享。

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为了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想清楚这一
目的，就能理解总书记为什么特别强调要
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
作。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从来
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事物是不断
变化发展的，看似在原地矗立了千百年的
文化遗迹与自然风光同样如此。在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如果不能与时俱进
在利用中保护传承这些瑰宝珍宝，光靠守
是守不住的。我们既要保护其原本的样
子，也要看到其中的时代价值，与人民群
众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更好地加以利用，
才会有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才能
将文明的精华精髓传承下去，才能避免这
些瑰宝珍宝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传承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既要满
足当下的需求，也要考虑人民群众的长远
利益。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宝贵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要慎
之又慎，一些看似会影响当下发展的“保
守”做法，从长远来看，或许能带来更大收
益。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建
省福州市工作期间，得知林觉民故居面临
部分拆除，立即叫停拆迁，三坊七巷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由此展开。而今，三坊
七巷已经成为福州的“文化名片”，更是当

地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数字
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新技术、新手段，以新观念、新方法在保护
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同时，让更多人领略
灿烂中华文明、遍览祖国大好河山、感受
浓厚人文关怀。

传承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要重视
依靠人民群众。浙江杭州西湖在申遗时
就提出“还湖于民”的目标，至今“人民西
湖”的理念仍然贯穿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
始终，而在西湖周边的“景中村”，尝到发
展红利的村民主动成为“守护者”，保护当
地的风景和文化资源。有专家曾称赞：

“原住民本身也是西湖文化景观的构成要
素。他们与管理者和谐相处，共同担负着
遗产保护的责任。”只有不断激发人民群
众保护传承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热情，吸引
更多人参与进来，这些瑰宝珍宝才能在新
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一墙一瓦皆文化，山水之中有故事。
期待更多文化和自然遗产走向群众、融入
生活，绽放中华文明与时代共进步的旺盛
生命力，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深厚滋养。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近日，为进一步加强耕地
保护监督工作，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

《河南省耕地保护监督工作纪律“十不
准”》（以下简称“十不准”）和《河南省耕地
占补平衡工作“十个严禁”》（以下简称“十
个严禁”），标志着河南省在规范耕地保护
监督工作方面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护耕
地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近年来，河
南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严格保护耕地的决策部署，针对耕地保

护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压力，规范权力行
使，强化工作纪律，主动接受监督，持续
强化耕地保护监督制度建设，切实制定
了一系列“长牙齿”可操作性强易落实的
硬措施。

“十不准”对全省各级耕地保护监督
机构和人员提出明确要求，旨在加强耕
地保护队伍纪律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规范行使
监督审批权力，树立“依法行政、廉洁自
律、公正文明”的耕地保护监督干部队伍
良好形象。过去那种个别工作人员为单

纯追求所在地方短期经济利益，违规调
整耕地用途用于建设工业园区的情况，
将随着“不准在城乡建设中以单个项目
占用为目的擅自调整永久基本农田，破
坏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完整性和集中连
片性”等措施出台，从制度上杜绝此类现
象发生。

“十个严禁”对耕地占补平衡工作存
在的突出问题“零容忍”，确保党中央、国
务院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河南落地
见效，确保全省补充耕地数量真实、质量
可靠。 （下转第二版）

河南：“十不准”“十个严禁”加强耕地保护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三角梅开得绚烂，月季树随风摇曳，穿过花团锦簇的村中
心大街，来到山东省青岛平度市蓼兰镇大彭家村居委会，村党
委书记彭爱叶正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共同交流乡村振兴发展路上的新思路、新发展。

“咱们都说说自己的感想，不拘束，想到什么咱们说什么。”
作为一名女村支书，彭爱叶更愿意用女性独有的细致和柔性力
量来管理村庄、宣传政策，“在村里做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
跟乡里乡亲们沟通，这样才能把政策真正送到大家心里，而不
是耳旁风。”

彭爱叶是蓼兰镇为数不多的女支书，大彭家村党支部成员
也都是女性。多年来，彭爱叶带领大彭家村干部群众，改善村
庄人居环境、开拓增收渠道、探索乡村治理体系，全村连续 10 年
没有一起矛盾纠纷激化为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是远近闻名的
治理模范村。

为了更好地宣传政策、了解群众需求，彭爱叶还和支部成
员一起，利用农闲时间召开“院落会议”。小小的院子里，摆放
着板凳和茶水，“两委”干部和群众围坐在一起，面对面谈变化、
谋发展。“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就要真心换真心，你把老百姓装
心里，老百姓才愿意跟着你干。”彭爱叶觉得，学习了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让她备受鼓舞，接下来就是把村子建设得更加美丽
干净，让大家腰包鼓鼓、和谐相处，“我们这个班子成员都是女性，
优点就是比较细心、感受能力强，都把村子当自己家一样拾掇。”

这几年，借势美丽乡村建设，大彭家村进行了硬化、绿化、亮
化、美化、电网改造、厕所改造等，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村里
还增设景观连廊、休闲广场、树池坐凳、喷泉、玻璃栈道等，种植
了月季、百日红、菊花等众多花草，人文景观让人赏心悦目。“我
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城里居民能享受的，我也得让村里乡亲们享
受上。”彭爱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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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老牛湾位于山西省和内蒙古交界处，以黄河为界，南依山西偏关县，北岸是内蒙古清水河县，西邻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黄河从峡谷内川流而过，两岸壁立千仞，河中碧波荡漾，景色壮丽，吸引各地游人到此观赏。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这些年，从淄博烧烤的火爆，到哈尔
滨热的走红，再到甘肃天水麻辣烫的沸
腾，流量一夜之间扑面而来，却给地方带
来诸多“冷思考”：如何接住这“泼天富
贵”，变“流量”为“留量”。否则，只能昙
花一现。

浙江台州下辖的临海市，可谓新晋
“网红地”。2022 年 7 月，台州府城文化
旅游区跻身国家 AAAAA 级景区，出圈
便是“优等生”，流量一路飙升：去年，
游 客 接 待 量 超 1500 万 人 次 ，六 成 以 上
来自外地；今年“五一”假期，日接待客
流量直接登顶全国同类景区榜首，同比
增长 53%。

“现象级”的爆红背后，近两年，临海
正潜心进行着一场深层次变革，打开府
城墙门，将流量导向乡村，借助全域旅游
矩阵，变“诗和远方”为“富民经济”。记
者发现，这些探索耐人寻味，颇具借鉴

价值。

城墙内外互联互通，从“半
日游”到“过夜游”

江南不乏古城古镇，台州府城何以脱
颖而出？这并非偶然，而是蓄力已久，除
了千年文脉的书卷气，最抚人心的当属烟
火味。3.12 平方公里，三纵三横主街，50
多条小巷，2.8 万原住民，从“40 后”到“00
后”，都能在此觅得独属的乐趣坐标。

16 家主题博物馆、12 家非遗展示馆、
10 多家百年老店，品味的是岁月；每周
120 多场的沉浸式演艺，再现经典宋韵；
各类年轻态的主题“花式”活动，新旧交
融，各美其美；百余种传统美食，从小吃
到米其林，让人垂涎欲滴。

若 仔 细 观 察 ，不 少 店 铺“ 内 有 乾
坤”。比如，走进紫阳街上的“白水洋豆
腐”直营店，“五一”期间流量破万。表面
看，这是豆腐的“美食部落”，实际更似一
个窗口，令不少食客寻味而去，将沉淀的

流量导向最纯正的白水洋镇。
去年，在浙江“百县千碗”挑战赛中，

24 个豆腐菜，白水洋豆腐一举夺魁。镇
里乘胜追击，依托“舌尖上的豆腐”党建
联建，设立共富工坊服务中心，为散户提
供保价收购、冷链配送、直播销售等服
务。本地产的“六月豆”堪称味道之源，
顺势重整旗鼓，由几村联建基地，产业发
展势头顿起。

白水洋镇这头，豆腐研学走热，产业
延伸飞速；紫阳街上那头，豆腐与咖啡、
牛奶、冰淇淋等文创联名；还有盒装的保
鲜豆腐和豆腐预制菜，经过创意化包装，
成了别出心裁的伴手礼。

城墙内外互联，豆腐是其中一枚因
子。放眼长远，临海有更大布局：以台州
府城为龙头，联动灵湖、括苍山、白沙湾、
桃江十三渚、“江南·溪望谷”和熊出没欢
乐港湾等重点项目，从而形成全域旅游
大格局，让大家有更多元的体验感。

（下转第二版）

“文旅流量”如何转化“共富留量”
——来自浙江临海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