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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种出好产品卖上好价钱

中央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通过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理顺农业产业链，畅通流通环节，从而引
导农民种出好产品、卖上好价钱，农业农
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
是关键。

石聚彬说，我国是农业大国，全国各
地都有特色农副产品，但特色农副产品很
多没有企业品牌；比如说河南灵宝的苹
果、中牟的大蒜、原阳的大米，等等；由于
农产品品牌保护意识淡薄，市场秩序有待
提高，“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发展出现
脱节，导致农副产品滞销现象时有发生。
同时由于我国农业实行家庭经营，生产规
模小，比较分散，市场组织运作不健全，再
加上农村交通、通信、文化设施相对落后，
农民无法及时了解市场需求，造成种植结
构不合理，农产品与市场信息不对称，导
致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大涨大跌。许多
地方抓“产”办法多，路子熟，生产问题基
本解决了，但是尽管种出了好产品，缺销
路，卖不出去，在市场渠道和产品流通上
不通畅，不仅影响农民的“钱袋子”，也会
影响城里人的“菜篮子”。就是由于各方
面因素导致小生产不符合大市场的需求，
造成了生产与市场的脱节，一方面农产品

“烂市”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也无
法满足。

“供销合作社长期从事为农服务实
践工作，在农村有经营网络、有群众基
础、有服务优势、有品牌声誉，经过多年
来的积累和沉淀，形成了服务‘三农’的
独特优势。”石聚彬认为，要充分发挥好
全国各地供销社的特点与优势，提升县
域农业品牌，打造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
有效平台。

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石聚彬说，要充分利用供销社的人才、
网络、设施等优势，采取多种形式，政府搭
建平台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
民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与
龙头企业对接，引导农民规模化种养、标准
化生产、品牌化经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供销合作社系统一方面要加强农产
品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连
锁超市、专业合作社以及与地方龙头企业
合作以开展各种形式的产销对接，建立健
全联结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
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电商平台建设，要因

地制宜发展区域电商，重点发展满足本地
居民消费需求的电商业务，努力打造供销
电商‘本地生活品牌’。”石聚彬建议，同时
要加强县域物流配送网络建设，建设县域
物流配送中心、乡镇物流配送站、村物流配
送点，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实现一
品进千店，一店有千品。

打造一县一品特色区块链典范

石聚彬建议，要发挥政府的功能，针对
“销”的薄弱环节做好服务，缺信息，就加强
市场分析预警；缺销路，扶持培育龙头企
业；缺物流，加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现代
农业要靠新型主体带动,也要有小农户参
与,从耕种收到产加销,建立起利益紧密联
结的产业链,让各类主体各司其职。龙头
企业擅长市场,做好产销衔接；合作社擅长
管理,组织生产；农民擅长种植,负责田间
管理；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技术。从地头
到市场,信息传递有效,生产组织有序,让
农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

“我们要锁定贫困县或特色县的‘一县
一业’有机优势，通过输出品牌、技术、设
备、渠道和商业模式，建设‘两区两园’，使
其形成县域经济主导力量，并通过线上线
下有机融合，结合大数据打造‘一区一店’
新模式。”石聚彬认为，这样能有效解决乡
村振兴发展中的“品牌弱、人才少、产业小、
经验薄”等痛点。开辟乡村振兴新标杆，最
终打造产业、文化、生态、人才、组织五大振
兴新标杆，让农民腰包鼓起来，让品牌成为
县域形象，孵化亿元龙头企业，为当地政府
增加税收，真正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

“我们要全力打造一县一品特色区块
链典范，破解无品牌销售难的矛盾。”石聚
彬建议，省级农业主管部门主导、县级行政
主管部门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由龙头企
业参与，鼓励、支持联合体本着“互联共融、
数据分享”指导方针，在县域核心区建设

“咱家特产区块链”新零售模式典范，并在
各市、各区、各省及全国范围内进行迅速推
广和复制，赋能于品牌，以特色区块链整合
消费者需求大数据与农民直接共享，推动
精准种植、实现一县一业一品一店“区块
链”新模式。

民营院团在豫剧传承中很重要

据李树建介绍，目前全国13个省、直辖
市有豫剧，并有专业演出院团160余个，特别
是河南豫剧院自2013年恢复建制以来，提出
了“示范、引领、研究、帮扶”的工作目标，制定
了力争“下好全国豫剧一盘棋”的工作思路。

“这五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帮扶新疆、
台湾、西安等豫剧团的发展，两次召开全国豫
剧院团长工作交流会议。连续三年在北京举
行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展演月，充分利用互联
网+戏曲，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李树建说，2017年文化部在全国进行
了剧种普查，网络大数据显示全国共有348
个剧种，豫剧排第一位，在互联网上是最受
广大观众欢迎的剧种，网上点击总量超过5
亿人次。而我省共有200个专业文艺院团，
2100多个民营文艺院团，号称“十万大军”。

说到这儿，李树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说，如果这 2000 多个院团，每个院团每
年平均演出 200 场以上大戏，每年累计演
出超过 40 万场，每场平均 1000 名观众观
看，每年就有4亿人次观看演出。“这个数字
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他认为，民营院团是当前活跃在基层
的一支文化艺术生力军，它有“四性”，即鲜
明的群众性、牢固的草根性、演出的灵活
性、内容的丰富性，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李树建还说了一段顺口溜：“民间戏班民间
走，送戏送到大门口，父老乡亲都喜欢，老
戏新戏啥都有。”据统计，民营文艺院团常
演剧目有 198 个，有歌颂祖国、歌颂英雄、
歌颂精准扶贫的现实题材的现代戏，也有
以古为鉴的古装戏，反腐倡廉的剧目也日
渐增多，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
求，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讴歌时代风采、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发挥出了独有的积极作用。

民营院团争做“红色文艺轻骑兵”

“我们长年在基层演出，在调研中发
现，当前广大基层农村、边远山区、小城镇
社区，还有在城市农民工队伍中，在党的政
治思想教育、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方
面还相对薄弱。”李树建直言。

他表示，民营文艺院团生活在基层，扎

根在群众中，他们始终坚持以“文艺大发
展，有我民营团”“大剧团演戏卖味儿，民营
团演戏卖劲儿”的担当精神，长期奋战在基
层一线、偏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只要山
羊能够爬上去的地方，他们都能到那里为
老百姓演唱。“他们真正发挥了‘红色文艺
轻骑兵’的作用。”李树建列举了几个例子：
如河南小皇后豫剧团投入巨资排演的《铡
刀下的红梅》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已
演出 2000多场，是全国民营文艺院团的一
面旗帜；河南名星擂主大爱剧团充满了大
爱情怀，在河南温县演出时，他们专程去慰
问中国在马里牺牲的维和英雄申亮亮家
属，近期还将把申亮亮的英雄事迹搬上舞
台，同时他们还资助 30多名贫困大学生，
养育一个先天失明的孤儿整整11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宣部、文化部、中
国文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意见，加
大了对文艺团体的扶持力度。中国戏剧家
协会专门成立了民间职业剧团工作委员
会。我省成立了各类民营院团管理协会和
县区级院团管理协会。由省文化厅主办，
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承办的民营院团
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集中展演活动，大大增
强了民营文艺院团做好“红色文艺轻骑兵”
的职业自信心和自豪感。

继续加大基层民营院团扶持力度

“但是，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戏曲人，我
认为还应继续加大对基层文艺院团的扶持
力度。”李树建说，在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好女不嫁唱戏郎，一年四季守空房。秋
麦二季回一次，掂回一堆脏衣裳。”它形象地
说明了民营文艺院团生存的艰难。

为了全面发挥民营文艺院团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李树建建议，党和政
府要给任务、给政策、给条件。希望切实把
民营文艺院团的建设发展纳入议事日程，
加强领导指导。建议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成
立民营文艺院团指导委员会和职业道德管
理委员会，实行定向管理，引导督促他们遵
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树
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自觉抵制低俗、庸俗、
媚俗的文艺作品。对有贡献的民营文艺院

团给予帮扶，如免费提供剧本、委派主创人

员免费进行创作，选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经典剧目，用政府购

买演出场次的形式进行适当补贴。

建立农村农民戏曲文化发展基金。本

着创新、服务、繁荣、发展的目的，在合法合

规的原则下，引用混合所有制体系，组建

“农村农民戏曲文化发展基金”，为实施乡

村文化振兴提供有效资本保证，为活跃农

村文化生活做贡献。

建议筹办“中国乡村戏曲节”和“中国农

村戏曲电影节”。去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

间，在河南驻马店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农

民影视节”，既弘扬了乡村振兴主旋律，也推

动了当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同时，李树建还认为，要让县区级专业

剧团和民营文艺院团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让

地市级和省级文艺院团从农村走向城市，走

农村逐渐包围城市的演艺道路。力争做到

基层文艺院团作品和演出剧目铺天盖地，地

市和省级文艺院团的精品剧目顶天立地。

李树建说，作为一名扎根中原泥土的

戏曲人，一定要在中原戏曲舞台上、在中国

戏曲舞台上和国际戏曲舞台上，不断提升

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

梦的故事，为我国的戏曲事业尽职尽责、尽

心尽力、尽情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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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 会客厅
豫剧起源于河南，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中国第

一大地方剧种，被西方人称赞是“东方咏叹调”。豫剧是
河南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如何更好地在创新与传承
中发展豫剧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最为关注。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推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乡
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的独特优势和
重要作用？如何让农产品货畅其流？如何解决小生产与大
市场的通畅对接？”在全国人大代表、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石聚彬看来，这是乡村
振兴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问题。

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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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赵文静 文 马健 图

这个春天，与“四”字结缘
郑州全媒体记者 谢君锐

又是一年与春天的相聚，首都北京，春意盎然，风
娇日暖。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四年来，
我从“无名小将”变成了郑州全媒体队伍中的“老”记
者。

每年的全国两会，不仅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更是
各种新形态媒体报道的大平台。长枪短炮早已稀松平

常，全息、AI、人脸识别……万物皆媒让全国两会的报
道更加深入人心。仅以郑州全媒体重磅策划的“豫先
生”为例，一经发布，全国各地多家主流媒体共同发声，
PC端、手机端等商业平台争相助推，不到两天，“我是
豫先生，我为河南代言”的口号便已家喻户晓。

新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在抵京前我就

已做好了 5+2、白加黑的“作战”准备，为了适应全
国两会的工作节奏，各种提神醒脑的神器都随身
携带，就是为了应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进行的采
访工作。

说到装备，往年的手提笔记本早已“战略升级”，高
配置的笔记本才能满足全媒体记者的工作需求。四年

前只是文字记者的我，如今已承担起了视频剪辑和包
装工作。每年的全国两会，都是我不断丰富眼界、提升
能力、磨炼本事的最佳时机。

郑州全媒体正着力打造“四全”媒体，而我，也正在
奋力追赶全媒体记者队伍的步伐，不掉队、敢向前。四
次进京、“四全”媒体，这个春天，我注定与“四”字结缘。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