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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新区与中心城区规划建设，

推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互动互促。

强化旗县所在地、工业园区、旅游小

镇建设，打造一批特色村庄和特色集

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

城乡、区域间发展差异。

（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打好预算安排、

债权置换、资产重组、资源盘活等组

合拳，稳妥有序化解存量债务。强化

财政约束，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投资项

目、举债融资等行为，从严从紧控制

政府债务增量，力争到2021年将政府

债务率降到合理水平。政府投资和民

生项目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调

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

出。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

融活动，密切关注房地产、养老保险

基金、国有企业债务等方面的风险，

加强农村高利贷综合治理，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编辑  张小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地处

“一带一路”核心和前沿地带，充分发

挥区位优势和“塞上江南”的自然环

境禀赋，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

定，聚焦传统特色林果业，建设和发

展集果业生产、苗木繁育、观光展示、

科技创新、机械制造、销售服务等为

一体的优质高效生产基地。同时，借

项目实施推广，大力探索高科技示范

项目组织管理、科技研发、技术应用、

产业链上下游拓展、项目移植推广、

培育龙头企业等各方面样板经验，使

项目具有极强的辐射和示范效应，从

而开辟了振兴伊犁州经济发展的新路

径，对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

民脱贫持续增收，实现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总目标意义重大。 

因地制宜探索实施高科技示范性

林果项目

在众多农业产业中，林果业一直

是新疆的特色产业，特有的光热条件

赋予了新疆果品优良的外观品质和内

在质量，在国内、国际上也有较高声

誉。伊犁河谷是世界的苹果发源地之

一，据史料记载已有2000多年的历

史。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充足

的光照时长和较大的昼夜温差，造就

了其“苹果之乡”和“全球苹果基因库”

的美誉，伊犁苹果以其酸甜可口的口

感，优美的色泽，较高的糖分含量和

耐储性畅销海内外。同时，伴随着国

内居民收入增长而带来的消费升级，

高端果品更具有广阔价格溢价和市场

空间，近年推出的苹果期货屡屡创出

新高，反映出市场对高端苹果需求十

分旺盛。

经过深入调研，伊犁州结合自治

区“十三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和特色林果产业发展规划，由国有企

业与掌握国际先进林果业种植技术的

企业深度合作，以苹果矮砧宽行密植

新疆伊犁：聚焦高科技规模化示范性林果业
          开辟振兴经济发展新路径
王建强

为突破口，建设和发展集生产、育苗、

观光、研究等为一体的矮砧苹果优质

高效基地，大胆探索实施高科技规模

化示范项目，该项目有以下突出特

点：

一是充分体现了集约化、规模化

生产。矮砧宽行密植技术的果园是世

界现代苹果种植发展的趋势和重要标

志。该技术树冠矮，适于密植，比普

通砧木的树体小50%至70%，比乔化

砧节约40%的土地，可实现集约化生

产。树体的行间距大，适宜机械化作

业，也便于管理，有利于品种更新。同

时在果园间隙栽培草皮，既美观大方，

更具观光展示功能，示范性韵味更足。

二是矮化砧木果树具有产量高、

品质好的优点。矮化砧木可促进果树

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光照更

足。因可提早开花和结果，使早期经

济效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果

实品质高、糖分足，同时延长盛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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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建苹果园栽植密度非常高，成

熟后每亩产量稳定在6000千克左右，

优质果率85% 以上，比传统果园成果

产量更高、品质更好。

三是生产管理方面十分精细、科

学。从种植果树伊始，即开展苗木可

追溯性管理，即每一株苗木都会落户

于管理系统中，在生产全过程中分模

块进行全流程监控和生产管理。通过

智能追踪和数据分析，做到精细化、

科学化的果园生产管理。从国外成熟

经验来看，采用追溯管理的果园日常

工作效率是传统果园的20倍。

四是应用世界先进的自动化机械

设备。项目采用全套以色列水肥自动

化智能滴灌、喷灌设施，并同时整套

引进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进口种苗繁

育种植机械，从土地平整到果树栽培，

再到枝叶修剪及果实摘取和果实分

拣，全部都实现机械化、智能化作业，

大幅降低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强度，提

高劳动效率，更有利于果品生产节本

增效。

五是实施注重绿色、无公害等环

保性。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满足

国家和地方环保要求。土壤改良过程

采用大量优质农家有机肥，果木成长

全过程与滴灌系统整合，进行营养补

给，根据苗木成长情况针对性给药。

苗木均为无毒苗木，生长能力和免疫

力极强，成苗率高。

六是同步组建林果业科技研发中

心。项目基地拟对伊犁州苹果基因数

据开展采集、保护和研究，真正打造全

球苹果“基因库”。同时与国外科研院

所合作，开展对苹果等林果产业质量

控制技术、成果标准、苗木繁育等质控

标准的研究，建立林果业从生产、贮

藏、运输、加工、到销售等全链条的标

准评价体系，创新引领苹果产业体系。

开展高科技示范项目试点的经验做法

一是甄选具有先进的林果业种

植经验的公司合作。甄选的合作公司

是以欧洲先进科研技术及机械中国总

代理形式进驻新疆本土的农业科技公

司，目前已在新疆、山东等地区开展

矮砧密植示范果园建设，种植和研发

经验丰富。 

二是项目选址充分考虑自然条件

和种植基础。经科学勘测，目前在伊

犁州巩留县试点一期440亩苹果矮砧

密植技术示范项目。项目实施地土地

肥沃，水土光热资源丰富，年均日照

时数2731.7小时，具备有苹果种植适

宜的气候条件。同时巩留县现有苹果

种植有一定基础，当地果农经营意识

近年来逐步增强，苹果出产具有一定

知名度。此外，巩留县苹果生产科技

含量低，对苹果种植新技术十分渴求。

三是项目由政府、国企、合作方

三方协同推进。项目由地方政府、国

有企业和合作方组成的领导小组，负

责拟定基地建设、苗木培育等推广总

体计划和方案，并定期向上级部门汇

报项目进展情况。下设基地建设组、

苗木培育、技术服务组和后勤保障组

四个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实行

组长负责制和目标管理制。各业务

组、技术人员在领导小组统筹领导下

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形成完整的研

究、示范、管理、推广等一体化推进机

制和管控体系。

四是项目实施严谨、科学、市场

化的管理方式。为确保项目资金专款

专用，实行专用账户、专人管理，建立

健全财务审批、资金使用和报账制度，

发挥审计、监督及资金管理部门的作

用。为保障项目运营管理科学、规范

化，成立新公司为项目法人，作为项

目实施主体责任单位，全过程承担项

目的融资、实施、运营和管理责任。对

管理层人员进行科学管理、市场营销

业务及综合素质培训，对业务技术人

员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提

升参与人员的专业性。

试点高科技示范性林果项目

面临的挑战

一是资金投入。未来三到四年，

按照计划，苹果矮砧宽行密植项目将

发展到万亩规模，总投资将从初期的

0.2亿元到3.75亿元，资金需持续性投

入，如果仅凭国有企业投资，存在确

保国有投资安全性、持续性和收益性

的挑战。

二是技术推广。项目的核心技

术，即林果矮砧宽行密植具有成果品

质好、产量高、集约化程度高等优势，

但也存在苗木繁育、生产技术、机械

使用、品质控制和生产管理等门槛限

制，特别是如何充分发挥好项目的辐

射带动作用，将先进的林果业技术推

广移植给广大农牧民，提高林果业生

产水平，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值得深

入研究。

三是规模化经营。伊犁州虽然在

发展特色林果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尚未形成林果业规模化经营局

面，未能出现具有一定实力和影响力

的企业，未打造出特别知名的林果“品

牌”，也未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应

有的引领作用。

实施高科技示范性林果项目的

发展思路

（一）创新合作融资，缓释国有投

资压力和风险。高科技示范林果项目

采取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循序渐进

投资的方式，从440亩到万亩分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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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面临较大的生产和运营压力。

为控制国有投资风险，提高项目移植

推广成功率，一是加强与国内外科研

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入合作，

丰富高科技示范性林果项目的内涵和

外延，打通推广的难点，总结一套成

熟的推广模式；二是加强与当地国有、

非国有企业、农民集体合作，以土地

入股、集资入股等方式，以点带面，做

好项目推广孵化，促进和吸引社会闲

置资源、资本、资金共同参与高科技

示范项目；三是随着苹果产出规模将

逐步扩大，加大林果业品牌打造，在

加大传统媒体广告宣传的基础上，积

极尝试应用股权众筹、资金众筹、公

众号运营等互联网营销手段，创新推

广方式。通过精准定位、多策并举、加

强营销推广，重塑伊犁州林果业高端

形象。在融资方面，除使用自有资金

外，积极拓展多种政策性贷款、国家

农业专项扶持资金，探索设立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通过优先级、夹层级、劣

后级等结构化设计（1：2或1：3），以

小资金撬动国有、社会资金参与项目，

降低国有资金投入压力，缓释国有投

资风险。

（二）聚焦农业科技，组建特色林

果业研究中心。林果示范项目验证了

国际先进的核心林果业技术和管理模

式在本地完全可行，下一步在示范项

目逐渐成熟时，着手组建特色林果业

研究中心，在总结、示范项目经验的

基础上，推进林果原种基因、种植园

和全产业链研究。针对伊犁全域，完

善各品类水果栽培技术，做到成熟一

个、推广一个、见效一个，努力实现

“一县一品”。同时，与科研院所加强

合作，开展林果产业质量控制技术、

成果标准、苗木繁育等质控标准的研

究，建立林果业全链条、全领域的生

产评价体系。科研中心也是大数据中

心，系统和全面采集国内外林果业数

据，造福子孙后代。总之，通过科技研

究和创新，抓住林果业发展“牛鼻子”。

（三）积极复制移植，成立苗木交

易和机械中心。伊犁州在位置上处于

“一带一路”核心和国家前沿地带，肩

负着民族融合和维护地区稳定的重

任，将高科技示范性林果项目种苗和

种植技术推广至伊犁全域乃至“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对精准扶贫、农民增

收、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

意义。在霍尔果斯成立进出口苗木交

易中心，利用霍尔果斯自由贸易区政

策，引入国际上科技实力突出的农业

巨头企业，参与伊犁州科技示范林果

业建设，探索外向联合开发之路。同

时引进更多适合伊犁自然环境生长的

林果苗木，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特色林

果业技术支持和培训。

（四）培育龙头企业，提升林果产

业化生产水平。政府要培育壮大基础

好、辐射带动作用大、市场竞争力强

的特色林果领军企业，支持企业以股

权并购、项目合作、资本运作等方式

打通林果产业上下游，打造集生产、

研发、深加工、物流配送、市场营销

为一体的林果产业集团公司。在成熟

时，借国家科创板改革东风，推动企

业在科创板上市，打造企业成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企业、改革开放的

先行企业，提高伊犁州林果产业的集

中度和核心竞争力。

（五）打造发展样板，开辟振兴经

济发展新路径。伊犁州要抓住重要战

略机遇期，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聚

焦总目标，充分发挥优良自然环境和

现有产业基础优势，坚定不移地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实施高科技

规模化示范性林果项目，立足于激活

传统产业、以改革和发展的方式解决

问题，因地制宜聚焦特色林果产业，

引入国内外先进科技生产和管理技

术，积极探索项目组织管理、科技研

发和应用、产业链上下游拓展、项目

移植推广、培育行业龙头企业、高端

果品品牌打造等各方面样板经验，并

起到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开辟振兴

伊犁州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

财政局党组书记）

责任编辑  刘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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