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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人民日報》報道，國家多個部門

繼續推出措施落實豬肉保供穩價。為保障生豬養殖用地需求，自

然資源部近日印發文件指出，生豬養殖用地作為設施農用地，按

農用地管理，不需辦理建設用地審批手續，鼓勵利用荒山、荒

溝、荒丘、荒灘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安排生豬養殖生產。

官方鼓勵養豬 免建設用地審批
自然資源部：按農用地管理 鼓勵荒山養殖

4日，自然資源部辦公廳發出《自然資源部辦公廳關於保障生豬養殖用地有
關問題的通知》(簡稱「通知」)，緊急出
台了生豬養殖用地政策，保障生豬養殖
用地需求。

允用一般耕地 簡化用地手續
通知指出，生豬養殖用地作為設施
農用地，按農用地管理，不需辦理建設
用地審批手續。在不佔用永久基本農田
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生豬養殖用地空
間，允許生豬養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
作為養殖用途不需耕地佔補平衡。
通知提到，生豬養殖圈舍、場區內
通道及綠化隔離帶等生產設施用地，
根據養殖規模確定用地規模；增加附
屬設施用地規模，取消15畝上限規
定，保障生豬養殖生產的廢棄物處理
等設施用地需要。
通知還指出，鼓勵利用荒山、荒
溝、荒丘、荒灘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安
排生豬養殖生產，鼓勵利用原有養殖設
施用地進行生豬養殖生產，各地可根據
實際情況進一步制定鼓勵支持政策。
通知強調，按照「放管服」的要求，
進一步簡化用地手續、降低用地成本、
提高用地取得效率。生豬養殖設施用地
可由養殖場（戶）與鄉鎮政府、農村集
體經濟組織通過協商並簽訂用地協議方
式即可獲得用地。地方自然資源主管部
門要認真做好用地政策宣傳解讀工作，
指導養殖場（戶）了解用地規定，幫助
協調用地問題。同時，掌握用地情況，
加強事中事後監管，防止改變養殖用
途，確保農地農用。

嚴禁「一律關停」規範「禁區」劃定
此外，生態環境部昨日發佈消息，

對以改善生態環境為由，違反法律法規
規定限制養豬業發展或壓減生豬產能的
情況，一併排查。對確需關閉的養殖場
戶，給予合理過渡期，避免清理代替治
理，嚴禁採取「一律關停」等簡單做
法。
為落實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全國穩定

生豬生產保障市場供應電視電話會議精
神，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聯合印發
通知，要求進一步規範畜禽養殖禁養區
劃定和管理，促進生豬生產發展。
通知指出，各地要依法科學劃定禁

養區。除飲用水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
區，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城
鎮居民區等人口集中區域及法律法規規
定的其他禁止養殖區域之外，不得劃定
禁養區。
通知要求，各地要在省級人民政府的

領導下成立專門工作組，組織開展禁養區
劃定情況排查。對以改善生態環境為由，
違反法律法規規定限制養豬業發展或壓減
生豬產能的情況，一併排查。對違反法律
法規限制養豬業發展和壓減生豬產能的
情況，要立即進行整改。生態環境部將
有關違反法律法規規定超劃禁養區的問
題納入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和強化監
督範疇，並適時開展專項行動。
通知明確，對禁養區內關停需搬遷

的規模化養殖場戶，優先支持異地重
建。對確需關閉的養殖場戶，給予合理
過渡期，避免清理代替治理，嚴禁採取
「一律關停」等簡單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我是包聯全省最大的貧困縣呂梁
臨縣，這個縣我已經先後去了8次，深
切體會到老百姓對脫貧攻堅政策的擁護
和期盼，也深切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責
任。」山西省委書記、山西省人大常委
會主任駱惠寧昨日細數了山西省脫貧攻
堅的「脫貧經」。他說，為此，山西省
改變以往平均用力的做法，採取一系列
超常規的舉措，打出制度、政策、資
金、項目、黨建的「組合拳」。
駱惠寧說，山西貧區皆老區，打不贏
脫貧攻堅戰，就對不起這塊紅色的土
地。目前離實現全面小康還有483天，

山西現在有50,481名駐村幹部奮戰在脫
貧攻堅一線。
70年來，山西人民生活實現了由極度

貧窮到小康富裕的歷史巨變。駱惠寧介
紹，與1952年相比，2018年全省城鄉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245倍和156
倍，人均消費支出分別增長211倍和129
倍。上千萬老區人民擺脫貧困，到2018
年底全省有41個縣脫貧摘帽，貧困人口
減少到25.5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
1.1%。目前，山西10個深度貧困縣貧困
發生率已經由2016年底的18.4%降到了
2018年的7.2%，3,350個深度貧困村年
內將基本完成整村搬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山西省委書記、山西省人大常委會
主任駱惠寧5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省
（區、市）系列新聞發佈會上透露，新
中國成立70年來，山西省累計生產煤炭
192億噸，全國四分之一的煤炭出自山
西。如今，山西省正在落實能源革命綜
合改革試點，全面實現從「煤老大」到
「能源革命排頭兵」的歷史性跨越。山
西省省長樓陽生介紹，山西正在主動對
接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國家重大戰略，構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
新高地。

70年來全國四分一煤晉產
駱惠寧介紹，70年來，山西能源基地

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山西生產的煤炭
70%外調，覆蓋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省
份，曾點亮過全國一半的燈，全國四分
之一的煤炭出自山西。現今，山西已堅
定走上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之路，煤炭
領域正在「減優綠」，新興產業快速崛
起，對煤炭的依賴已經降低。當前，山
西正抓好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全面
實現從「煤老大」到「能源革命排頭
兵」的歷史性跨越。

日前，中央深改委會議審議通過《關
於在山西開展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的
意見》，駱惠寧表示，這是國務院賦予
山西新的國家使命，山西開啟高質量轉
型發展的嶄新歷程，定下了努力建設資
源型經濟轉型發展示範區，打造全國能
源革命排頭兵，構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
新高地的主要目標。

對接大灣區積極轉型發展
2019年上半年，山西新能源裝機佔比
超過30%，能源生產和消費正朝着革命
性方向挺進。近兩年，山西全省煤炭年
均增長1.9%，遠低於全國增長水平。山
西省煤炭去產能工作已走在全國前列。
在構建內陸對外開放新高地方面，樓

陽生表示，山西省展開了系列舉措，包
括積極融入國家大戰略，主動對接粵港
澳大灣區戰略；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開
闢大通道；加快開發區、口岸、綜合保
稅區、無水港等開放平台建設打造大平
台；建設大都市；開展大招商；外貿大
提升。
駱惠寧表示，近幾年山西經濟從斷崖
式下滑、到走出困境、再到轉型發展呈
現出強勁態勢和生動變化。

從「煤老大」變身「能源革命排頭兵」

山西：對煤依賴減 建開放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胡永
愛深圳報道）為期兩天的第四屆「世
界公益慈善論壇」昨日在深圳開幕。
與會嘉賓提出，發揮國際化優勢，讓
粵港澳大灣區成為融匯中西，培育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慈善文化、慈善模式
的前沿陣地。

促大灣區5方面加快探索
此屆論壇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

會、清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共同主辦，深圳市人民政府聯合
主辦。民政部副部長王愛文發表主題
演講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經濟活力
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也為本
地區慈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他建
議大灣區在5個方面加快探索，包括
發揮先行示範優勢，引導慈善力量參
與辦學養老醫療助殘等服務；發揮科
技創新優勢，大力發展互聯網+慈善
和智慧慈善；發揮綜合領先優勢，讓
慈善資源人才理念向貧困地區流動；
發揮區域合作優勢，推進大灣區慈善
事業的融合發展；發揮國際化優勢，
讓大灣區成為融匯中西，培育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慈善文化、慈善模式的前
沿陣地。

譚鐵牛倡加強兩地合作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表示，香

港在公益慈善方面有悠久的歷史，優
良的傳統，香港從事公益慈善組織的
組織機構，為推動慈善作出巨大貢
獻。「希望我們能夠以公益慈善為紐
帶，以世界公益慈善論壇為平台，加
強內地和香港的交流合作，加強中國
和國際社會組織合作，共同努力創造
美好生活，建設美好家園。」他還表
示，希望未來論壇能夠在香港召開。
「當下，香港正在經歷風雨。但

是我們相信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
能力帶領社會各界走出風雨，我們
要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
定支持香港警察嚴正執法。風雨過
後見彩虹。我們相信，香港的未來
一定會更加美好，東方之珠的風采
不會褪色。」

讓灣區成社會創新中心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以錄製視頻方

式發表演講，張翔表示，作為香港
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港大一直
致力於倡導加強慈善事業和非盈利
部門的能力。未來，港大將通過知
識交流，結合商界、政府和公眾的
力量，為人類社會、文化和環境謀
取更大的福祉。他稱，「大學可以
成為創新的引擎，讓大灣區不僅成
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也成為全球
的社會創新中心。」

超常規舉措 41縣摘貧帽

世界公益慈善論壇深圳開幕
■ 第四屆「世
界公益慈善論
壇」在深圳開
幕。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攝

■山西省在國新辦展示高科技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發佈會現場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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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個體養殖戶趙二河北個體養殖戶趙二
飛的養殖場飛的養殖場。。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面對豬肉價格飛漲，生豬養殖戶卻
並不開心，擔心行業因此受到衝擊，
「如果老百姓吃不起豬肉了，養豬業
也就完了。」

豬瘟壓力大 冀疫苗面世
河北個體養殖戶趙二飛的養殖場，今年四月份逐

漸步入正軌，養殖和繁殖技術如果不出問題，今年
大小豬能出800頭左右。但他剛投產不久就發生了
非洲豬瘟疫情，再加上合作人不給力，目前還沒有
真正意義上的盈利。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豬
瘟的壓力很大，養殖已經在路上，退出是不可能
了，只有盡力加強管理、做好防護。」

趙二飛說，非洲豬瘟的影響從去年8月份開始，
一直到現在將近一年了，我們從環保、消毒、人員
管理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購買一頭30
斤左右的小豬，成本在1,000元（人民幣，下同）
左右，養大成220斤上下，成本增加八九百塊錢，
整體算下來要投入大約1,900元。如果養100頭，
投入將近20萬，一旦感染豬瘟，很難再翻身。

趙二飛表示，其他養殖戶和他一樣，都寄希望於
非洲豬瘟疫苗的研發，盼有免費接種的名額。

行業失信心 盼幫扶到位
養殖戶「養豬難」、「不敢養」，直接導致了市

場供給豬肉的減少。養殖業受環境保護政策影響很
大，一系列環保政策出台之後，養殖戶數量明顯減
少。趙二飛坦言，不是說政策不好，只能說當地在
執行時有些偏激，導致原本很多像他這樣的養豬戶
被迫拆了豬場。現在肉價漲了，地方又開始鼓勵養
豬。如果豬價平穩了，環保指標可能又會調整過
來，那又沒法養豬了，所以很多人不敢再回到這個
行業裡。

趙二飛說，他希望國家對養豬業的幫扶政策能夠
直接落地到養殖戶。目前多是通過保險方式，很多
人在中間環節操作掙錢，對於真正的養殖戶來說，
收益要遠比那些中間操作的人少得多。

他說，「今年到現在豬價將近 14 元一斤的時
候，我心裡並沒有很高興，因為老百姓要吃不起豬
肉了，這個行業也就完了。」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韓昕媛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