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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六届安仁论坛在成都举
办。本届论坛以“新发展格局下的乡
村振兴”为主题，来自政企学研等多
方业内人士，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的
乡村振兴之路。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在246个定
点帮扶县直接投入帮扶资金75.95亿
元，购买和帮助销售脱贫地区农产品
33.5亿元，培训基层干部和各类技术
人员10.15万名，帮助脱贫人口转移
就业1.23万人，有力帮助脱贫地区和
脱贫群众打牢基础，巩固成果。下一
阶段央企将继续加大帮扶资源的投
入，开展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治理
帮扶、消费帮扶和救助帮扶。

“我国广大农村拥有丰富的经
济、文化和生态资源，是中央企业拓
展发展空间的一方沃土。”国家乡村
振兴局社会帮扶司司长李富君建议，
中央企业要坚持做好定点帮扶工作，
发挥在产业开发方面的优势，积极参
与发展乡村特色种养业，推进乡村文
旅康养和休闲农业，强化消费帮扶，
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县域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中央企业
自身发展空间，实现互利双赢。

部分央企代表在分论坛上分享了
各自乡村振兴实践的经验与阶段性成
果。华侨城集团创新“文旅融合+美
丽乡村”“产业帮扶+乡村振兴”等发

展模式，推动一批美丽乡村在全国落
地；中国石化发布“中国石化助力乡
村振兴计划”；国家电网加快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优化农村供电服务；中
储粮集团通过储备粮购销轮换和政策
性粮食收储等，走出特色帮扶之路
……

“乡村振兴是一个历史性任务，
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主任、研究员史育龙建议，未来政策
着力点要放在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
动和平等交换、协同推进县域城镇
化、丰富乡村经济业态等方面。

来源：新华网

近日，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
会2021学术年会暨中国农业风险
管理发展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本
次会议以“迈向新征程的农业风险
管理”为主题，来自有关部门的领
导和业内专家进行了深入研讨交
流。会上还发布了《中国农业风险
管理发展报告2021》。

与会专家提出，要高度重视防
范我国食物供给风险问题。当前我
国食物供给总的格局是口粮供给绝
对安全，食物供给总量存在缺口，
部分品种明显供给不足。要以粮食
安全为基础，树立“大食物”概念，把
确保粮食安全向全面确保食物供给
方向延伸。要严格保护耕地，加快推
进种业创新，优化农业支持政策，千
方百计提高产能，同时合理利用国
际资源，以共赢为基础建立稳定可
靠的国际食物供应链。

与会专家强调，当前，农业保
险在助力灾后恢复生产、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今
年1月份—8月份，我国农业保险
实现保费收入782亿元，提供风险
保障3.74万亿元。未来要加强理论
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风险
管理理论体系。加强科研投入和科
技赋能，推动农业保险数字化发
展，提升农业风险管理科技应用水
平，促进我国农业保险高质量发
展。

针对近几年我国畜牧业发展尤
其是此轮“猪周期”等问题，与会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畜牧业发展面
临资源、环境、成本和疫病等四大
挑战，要加强畜牧业风险防控机制
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控领导体
系、政策体系、制度体系，重点完
善畜牧业保险制度，推进畜牧业尤
其是生猪的收入保险试验，探索引
入期货市场价格和“保险+期货”
方式，为实现畜牧业稳定可持续发
展保驾护航。

下一步，研究会将以“四个坚
持”为准则，更好发挥智库功能作
用，积极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
业风险管理体制建言献策。

来源：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日前，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银
行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
联 合 体 发 展 的 意 见》（下 称 “ 意
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由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牵头，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小农户跟进，科研、生产、
加工、服务、金融等主体共同参与，
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利益联结为纽
带的农业全产业链经营联盟，是促进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
要载体。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银行
为贯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落
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
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对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金融支持，提出了一系列意
见。其目标是建设一支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水平高、带动农户发展能力强的
国家、省、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重点联合
体梯队，探索出一套金融支持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的有效模式和路径，推出一系
列针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金融服务
方案和新型信贷产品。到2025年底，中
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对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员主体的贷款余
额增长至500亿元。聚焦发展壮大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拓宽多元农业信贷担保
渠道、强化信贷支持力度、建立“政银
担”协同机制等方面。

在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方
面，要求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队
伍，通过项目支持、试点示范、典型
推介等方式，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影响

力和带动力的国家、省、市、县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联合体；以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为载体，围绕全产业链协同发
展，提高乡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决策制
度建设；引导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链
主”企业开发或采购应用上中下游一
体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系统。

在拓宽多元农业信贷担保渠道方
面，支持信用记录好、经济实力强的
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在农业全产业链
中的“链主”作用；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积极引导各类担保机构，将担保
规模、期限、项目类型等风控因素融
入产品设计，要探索风险评价、保后
服务等方面的有效措施；根据本地产

业发展实际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经
营特点，创新担保方式。

在强化信贷支持力度方面，优先
对重点联合体提供信贷支持；探索扩
大联合体信用贷款规模。

在建立“政银担”协同机制方
面，建立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加强
信息共享，及时发现并解决金融服务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建立“投融结合”引导机制，各
级农业银行要发挥好风险补偿基金的
乘数效应，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员
提供贷款服务；建立“试点探索”推
进机制，及时总结试点做法成效和典
型经验，积极推广宣传，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来源：农业农村部

10 月 14日，农业农村部在浙江
省建德市召开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工
作推进会，交流研讨农安信用工作，
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近年来，农业农村
部着力推进农安信用工作，定期
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农
安信用信息，累计近 30 万条。各
地 积 极 开 展 试 点 ， 实 行 信 用 评
价 、 探 索 分 级 分 类 监 管 、 创 新

“农安信用+”应用服务，形成了

“数智评信”“信用+合格证”“信
用农资贷”等一系列典型经验。

会议强调，下一步要推动农产品
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建立以信
用为基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机
制，把信用工作与达标合格证、网格
化管理、监督抽检、巡查检查等工作
统筹起来，打出监管组合拳，提升监
管效能。主要是落实 5项重点任务。
一是建立信用监管机制，形成事前信
用承诺、事中分级分类监管、事后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监管新格局；二
是明确信用体系建设路径，推动立信
评信和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三是健全
农安信用工作体系，明确农安信用工
作的负责机构、职能责任和人员队
伍；四是加大试点推进力度，开展区
域性、产业类、项目化等工作试点；
五是强化诚信文化建设，开展政策解
读，树立典型标杆，加强宣传活动，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来源：农业农村部

10 月 8 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寿光中平家
庭农场的育苗大棚内，工作人员正在对种苗
进行嫁接，嫁接后的种苗将发往各地种植户
手中。

作为有着 1914 家家庭农场的农业大市，
寿光市通过示范带动、政策扶持、人才培养
等方式，不断推动家庭农场发展壮大。其
中，大学生返乡创办家庭农场的人数逐步增
加，这些新农人的加入不但提升了寿光现代
化农业的生产水平，更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
了活力，撑起了他们的乡村梦。目前寿光市
已创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11 家，潍坊市级
示范家庭农场 42 家，寿光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17家。 寿光日报记者 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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