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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鲁 大 地 万 象 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到山东考察调研，对山东寄予殷切

期望，“努力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上走在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上走在前、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牢记总书记嘱

托，山东以昂扬的姿态努力开创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
有效进展”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在全国发展大

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经济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山东面

临产业结构总体偏重、新兴产业总量偏

小等突出问题。

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

考察时强调，“要坚持腾笼换鸟、凤凰涅

槃的思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有效

进展”。

山东迅速行动起来——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2018 年以来，

累计整合清理地炼产能 2352 万吨；累

计治理“散乱污”企业 11 万多家，化工

园区由 199 个压减至 84 个。

传统动能提档升级。4 年来，实施

投资 500 万元以上技改项目 3.8 万个，

投资规模居全国首位。

新动能不断壮大。去年，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比达到 31.7%，比 2017 年提高 10 个百分

点；“四新”经济投资占比超过一半，达

到 51.2%。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企业考

察时鼓励我们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研

发 上 取 得 新 突 破 。 4 年 来 ，我 们 牢 记

总书记嘱托，奋力攻关，在高端精细化

学品尼龙 12、柠檬醛、可降解塑料等方

面接连获得突破，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销售收入也从 600 多亿元增长到

1400 多亿元，净利润从百亿元级跨入

200 亿 元 级 。”万 华 集 团 董 事 长 廖 增

太说。

山东今年又提出，重点在科技研

发、人才引育、数字变革等方面进行“十

大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正值夏收时节，从泰山山麓、黄河

两岸到黄渤海之畔，齐鲁大地上，收割

机在田野里忙碌，空气中弥漫着麦香，

一派丰收景象。

“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

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

“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山东的“三农”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牵挂于心。

小麦品种济麦 55 是山东省农科院

作物研究所培育的新品种，在国家区域

试验中比连续多年全国种植面积最大

的济麦 22 增产 5%左右，品质达到国家

中强筋优质小麦标准。“落实总书记的

要求，我们不懈地研发，就是要用更好

的种子，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山东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宋健民说。

近年来，山东在海洋强省建设上，

做强海洋高端装备、深耕海洋牧场，去

年海洋生产总值约 1.49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5.7%；在基础设施提升上，开展综合

立体交通网、能源保障网等“七网”行

动，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重回全国第一方

阵；在打造开放高地上，中国（山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有序推进，去年

山东进出口总额2.93万亿元，连续第6年

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32.4%⋯⋯沿着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东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奋楫

前行。 （下转第三版）

加 力 释 放 留 抵 退 税 政 策 红 利
金观平

近日，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等 7 个行业企业被纳入全额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政策范围。这意味着，留抵退税

政策再次扩围增量，显示出宏观政策在加

力稳住经济大盘。

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今年

助企纾困的一项关键性举措。政策聚焦

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 6 个行业，不仅允许

其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而且允许其退还存

量留抵税额。数据显示，政策执行效果显

著，从 4 月起实施至 5 月底，已退还留抵税

额约 1.34 万亿元，有效帮助企业缓解了现

金流困难。

3 月份以来，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局

势等超预期因素叠加，给我国经济带来不

小冲击，不少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诸多困

难。广大市场主体需要“及时雨”，对宏观

政策进一步发力十分期待。中央政治局

会议明确，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

大相机调控力度。加大减税退税力度，就

是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

根据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加大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将更多行业纳入

按月全额退还留抵税额政策范围，预计

今 年 出 台 的 新 增 退 税 总 额 约 1.64 万 亿

元。减税降费力度加码，表明面对超预

期 因 素 冲 击 ，宏 观 政 策 果 断 进 行 相 机

调控。

此次新纳入的 7 个行业，受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较大，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

业。比如，受疫情影响，不少服务业企业

经营十分困难甚至停滞，亟需国家施以援

手，这既关系企业生存发展，更关系就业

和民生。此次留抵退税政策范围扩大至

这些行业，体现了宏观调控的精准性。

在 国 务 院 出 台 的 六 个 方 面 33 项 一

揽子政策措施中，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

抵退税政策力度列在首项，足见其重要

性。现在政策明确且细则发布，当务之

急是尽快落地，让政策红利尽快转化为

发展实效。

要加快退税进度，迅速释放政策红

利。政策只有执行迅速、到位，才能起到

“及时雨”“雪中炭”的作用，有效应对疫情

冲击。根据部署，要确保上半年基本完成

小微企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中型企业、大

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集中退还。此外，扩

围的 7 个行业企业可以自今年 7 月纳税申

报期起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和一次性

退还存量留抵税额。可见，从政策制定到

执行都突出了时效性。

要加强资金保障，保证退税顺利开

展。大规模留抵退税，给地方财政带来较

大压力，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

持地方落实留抵退税政策。目前，中央财

政安排的 1.2 万亿元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

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已全部下达完

毕 ，要 强 化 预 算 管 理 ，及 时 退 付 退 税 资

金。对新增留抵退税 1420 亿元，也要切

实保障资金来源。

要加强风险防范，严惩偷税骗税行

为。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

方面要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享尽享，另一

方面要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行为，确保

政策执行公平公正，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使政策落准落好。

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时间紧、

任务重，需要财政、税务、人民银行等相

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推进，畅通政策落

实的“最后一公里”。有理由相信，1.64 万

亿元政策红利落地，将有力帮助市场主

体渡过难关，为稳定经济大盘作出积极

贡献。

打造

﹃
换道超车

﹄
新引擎

黑龙江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本报哈尔滨 6 月 8 日讯（记者吴浩）近年来，

黑龙江抢抓机遇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大力推进“数字龙江”建设，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近日，华为、百度、京东、腾讯等数字经济头

部企业纷纷把目光投向黑龙江，与黑龙江省政府

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华为鲲鹏创新中心和

昇腾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百度人工智能产业基

地等多个项目将在黑龙江加速落地。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

现“换道超车”的四大新引擎之首。黑龙江省委书

记许勤表示，要强化投融资、土地、人才等政策支

撑，促进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推进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加快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

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

智慧农业领域成为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的

重点应用场景之一。不久前，由哈尔滨工业大学

牵头承担的国家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

能”重大项目“群体智能自主作业智慧农场”在哈

尔滨启动。“科技专项将聚焦主要粮食作物‘耕种

管收’作业环节，推动我国农业数字化、智能化向

纵深发展。”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刘劼说。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张亚中介绍，黑龙

江正着力补齐数字产业化短板，围绕培育壮大龙江数字产品制造业，确

定了建设集成电路、传感器等 10 条数字产品制造产业链。黑龙江将整合

创新资源，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推动政策向数字经济倾斜、要素向数字

经济集聚、技术向数字经济外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

6 月 8 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综合物流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操作龙门吊搬运集装箱。今年以来，当地进一步加大助企纾

困力度，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保障物流链畅通稳定，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许 旭摄（中经视觉）

智 慧 农 机 显 身 手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夏收时节，田野金黄，麦浪滚滚。

6 月 6 日上午，河北省邯郸市成安

县南鱼口村，随着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

机进地作业，河北省小麦机收正式拉开

序幕。全省 3350 万亩冬小麦自南向北

陆续收获，预计 6 月 22 日结束。

“今年开春时苗情不太好，经过精

心管护，每亩产量能到 1200 多斤，这个

丰收来之不易。”成安县种粮大户杨俊

山告诉记者。

去年，河北省冬小麦遭遇秋汛晚

播，苗情普遍偏弱。为克服不利因素影

响，河北省开展科技壮苗系列活动，5 万

多名小麦科技专员驻村蹲点，对麦田分

类指导，并积极落实一喷三防措施，主

体麦田长势逐渐向好。

“今年成安县 33.25 万亩小麦预计

3 天至 5 天全部完成收割，7 天至 10 天

全部完成夏种。”成安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张海彬说。

为保障小麦颗粒归仓，河北省组织

9.7 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19 万台玉米

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投入田间作业，确保

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9.5%以上、玉米机

播率稳定在 95%以上、小麦机收平均损

失率控制在 2%以内。

智慧农机成为今年“三夏”新宠。激

光平地机、运用北斗卫星定位与导航技

术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实现智能化控制

的精量播种变量施肥播种机等多种大

型智能化机械联合作业，可高效完成小

麦收割、脱粒、秸秆收集、土地翻耕、玉

米播种等工作。

“借用物联网技

术，智能农机将作业地

点、亩数和产量实时传

送到物联网平台，准确

率在 97%以上。”成安

县农机手白明月说。

目前，河北省 30 多个机械化示范

县和 2000 个农机合作社智慧农场推广

应用了这项技术。安装智慧农机系统

后，每台收割机可节省人工费用 5000

元，增加收割面积 100 亩。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成立“三夏”小

麦抢收抢播工作专班，负责统一调度全

省机收机播工作，并与交通运输、卫健、

气象等部门建立联系，在作业期间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目前，小麦长势普遍好于常年，夏

粮丰收在望。”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王国发说。

中国茶业的使命担当

本报记者

顾

阳

刘

瑾

刘春沐阳

百姓开门七件事，茶列其中。

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目前，全球有 60 多个产茶国和地区，茶叶

年产量近 600 万吨，贸易量超过 200 万吨，

饮茶人口超过 20 亿，茶文化已成为全世界

共同的精神财富。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

国。多年来，我国茶产业继承传统、探索新

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生活需要，已

成为促进三产融合、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

村振兴的一个支柱产业。

茶，是文化，是传承，也是财富，涉及数

千万人的生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茶

产业发展，多次到茶区茶企考察调研，并强

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

篇大文章”。那么，中国茶产业如何主动融

入并服务新发展格局，做好统筹发展这篇

大文章？

中国茶市场格局变了

从经济规模看，茶算不上一个大产业，

但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享用

茶已有 4700 多年历史。茶不仅是中国的

一张独特名片，而且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

要载体。

中国茶叶出口最早可追溯到 1500 年

前。1886 年，中国茶叶出口量最高达 13.4

万 吨 。 此 后 ，受 长 期 战 乱 影 响 而 走 向 萎

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叶出口总体呈

持续上升态势。2021 年，我国茶叶出口量

为 36.94 万吨，创历史新高。

然而，与当下热闹的咖啡市场相比，茶

消费在年轻人中有些寂寥。尽管市场上有

喜茶、奈雪的茶等网红茶饮，但业内却有一

种 看 法 根 深 蒂 固 ：茶 饮 与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茶”相距甚远，茶叶在其中顶多是个配角。

“以前，我们也认为年轻人不喝茶，现

在看来这个观念得改！”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会长、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王庆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从京东等平台

消费数据看，年轻人买茶喝茶的比例还是

很高的，年轻人喜欢的茶调饮里不仅有茶，

而且茶的成分占了三成到四成。“年轻人喝

的茶变了，喝茶的方式也变了。”

往年的春夏时节，王庆都会穿梭在各

个产茶区之间，或了解茶情指导生产，或为地方卖茶出谋划

策。今年疫情多点散发，困在北京的王庆有点如坐针毡：采

茶高峰期，采茶工进不来，会不会没人采茶了？茶叶成品做

出来了，物流不畅会不会卖不出去⋯⋯

这份担忧的背后，是全国 1000 多个茶叶种植县、4896 万

亩茶园以及 3000 多万茶产业从业者的收成与生计。中国茶

叶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茶叶产量达 318 万吨，整

个茶行业经济总量接近 8000 亿元。

“这 8000 亿元中，原茶部分销售有 3000 多亿元，剩下的

主要是茶叶深加工，如茶叶提取物、茶叶衍生品等。我们测

算过，茶调饮这个细分市场有约 1000 亿元的消费规模。”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梅宇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茶市场格局忽然变了，仿佛一夜之

间中国茶叶市场被大量包装精美时尚的进口茶占据。一个

公开的秘密是，它们中有不少是从中国出口的干毛茶，但经

过欧美等国家工业流程化的拼配加工，又

贴 着 亮 丽 新 标 签 重 回 中 国 市 场 ，但 身 价

陡增。

进口茶与中国传统茶产业之间的竞争

今天仍在继续。不过，在与进口茶的角逐

中，中国茶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悄然发生改

变，这从茶叶产销关键指标屡创新高中可

见一斑。特别是中国茶产业在新茶饮、茶

旅游、茶空间等新赛道上积极探索，让茶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全球瞩目。

这背后，凝聚着茶农、农技、茶商、科研

人员等数千万茶从业者的辛勤付出。“全国

茶行业有 6 万多家企业，包括茶农在内大

概有 3000 多万从业者，如果再加上季节性

采茶工和相关人员，高峰时估计超 8000 万

人。”王庆坦言，茶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隐忧。目前，我国茶园

平均亩产在 60 公斤左右，高的可达 90 公

斤，但国际上已达亩产 120 公斤的水平。

不仅如此，因人工成本高，很多夏秋茶不得

不弃采，这意味着茶叶集约化种植还有较

大提升空间。

茶树种植是做好茶的第一步，“生态好，

茶才好”已成为越来越多茶人的共识。与茶

叶打了 30 多年交道的蒋世祖对此深有体

会。作为川红世家传承人，蒋世祖一直坚持

高标准生态茶园建设，其高山红茶经农业农

村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481项农残

检测，每项指标成绩皆优。让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总农艺师王积军欣慰的是，

目前，福建、广东、浙江等茶叶主产区在生

态茶园建设上不断探索并取得了积极成

效，为茶园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做好茶，更要做市场认可的好茶。新一

代茶人正努力把传统茶文化与年轻人的生

活连接起来，赋予茶叶新的时代气息。作为

“80 后”茶人，杭州顶峰茶业创始人胡飞牵

手网红大咖“老树画画”，共同打造“老树茶

馆”，探索多元文化元素与传统茶产业的融

合。“现在的年轻人喝茶不仅‘不将就’，有

的还‘很讲究’。所以，我们这一代茶人，既

要根植传统，更要守正创新。”胡飞说。

茶叶大国缺少世界级茶企

一叶见方寸，一茶现万千。中国茶特

有的香韵，吸引了广大茶爱好者，也培育了众多茶企业。然

而，享誉世界的中国茶至今却没有一个影响世界的国际

品牌。

北京西城区马连道特色街区，有着“中国茶叶第一街”称

号，这里集中了 10 余个大型茶城、3000 多家茶铺，是中国茶

叶品牌的集中展示平台。从全国看，产茶区的松阳、新昌、湄

潭、西安、信阳等地均有大型茶叶市场，销售区除北京马连道

外，类似上海天山、广州芳村等规模较大的茶叶市场还有六

七十个。

尽管这些茶叶市场熙熙攘攘，但“大而不强、大而不彰”

的现状一直困扰着整个茶行业。比如，龙井茶品类享誉世

界，但龙井茶品牌却知者不多；从销售额看，茶行业头部企业

中茶、八马、澜沧古茶等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均未超过 20 亿

元。在产量、出口上都有优势的茶叶大国，为何没能走出一

家世界级的茶企？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