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9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慈利县系列农产品展台前，小朋友在品尝美食。
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向珊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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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0日讯 低碳
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是应
对气候变化的重大议题。今
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获悉，11月29日至30日，2017
年亚太低碳技术高峰论坛将
在长沙举行， 届时有约400名
国内外嘉宾参会，并发布三类
成果。

展示绿色低碳技术
最新成果

据了解，本届亚太低碳技
术高峰论坛主题为“共建低碳
城市，共享幸福未来”。论坛期
间将安排“全球视野”“城市对
话”“政府引导”“金融支持”
“技术路演”“市场伙伴” 六场
主旨会议，还将在梅溪湖文化
艺术中心举办低碳技术展览。

论坛不仅聚焦于介绍国
内外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把
全球目光吸引到湖南的绿色、
低碳发展上来。同时，还将全
方位展示一年来国内外绿色
低碳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服
务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一
带一路”重大战略。

将发布十大低碳城市技术

据介绍， 论坛将发布三类成
果：一是研究成果，发布由国内外
专家团队评选的《十大低碳城市技
术》。二是人才成果，由亚行专家评
选的亚洲新能源青年领袖，体现人
才传承，寄望青年一代。三是合作
成果，中国平安银行确定对湖南低
碳城市开展联合融资。

记者了解到，2010年以来，国
家已批准81个城市作为全国低碳
城市试点。今年1月，国家批准第
三批45个低碳城市试点，长沙、株
洲、湘潭、郴州四个城市列入试点
范围。此外，娄底市提出创建“零碳
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 首届会议期
间，亚行承诺将低息贷款支持我省
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建设。 通过一
年的共同努力， 湘潭低碳城市试
点项目纳入亚行贷款国别计划，
贷款规模2亿美元，利率1%，贷款
期限25年。 湘潭项目是我国低碳
城市试点第一个利用国外金融机
构贷款的项目。与此同时，德国复
兴银行等一批国际组织、 金融机
构表现出对低碳城市试点的关注
和贷款意向。 ■记者 和婷婷

“正宗黄材特产， 纯手工
制作……”你以为这是朋友圈
微商卖货？这是宁乡爱心大屋
管委会的同志在帮困难群众
站台，场地更是在高大上的长
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19
日，首届精准扶贫农产品产销
对接会在此举行，同时大河西
农产品物流中心精准扶贫馆
正式开馆，省内51个贫困县的
农产品都将在这里建立直销
窗口，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宁乡
的花猪肉、邵阳的茶油、新化
的紫薯酒、安仁的地瓜干……

本届对接会得到了省农
委的大力支持，由长沙市农业
委员会和宁乡县政府主办，长
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承
办，为“农博会”活动之一。会
议以“产销对接，助推扶贫”为
主题，旨在借助大河西农产品
物流中心的资源和平台优势，
帮助全省贫困地区农产品打
开市场销路， 促进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实现产业脱贫、精准
脱贫。

会上，靖州县恒顺泰生态
种养农业专业合作社、宁远县
鑫农淮山种植专业合作社、邵
阳市天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等51个贫困县的5家代表性农
产品企业负责人与大河西市
场商户当场签订了农产品产
销合作协议，共计定购靖州有
机红米，宁远葛根、淮山和紫
薯，城步南山萝卜，江永香芋、
香柚和泡姜等农产品3000万
元。据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对接会
是公司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
来首次专门为贫困地区举办。

■记者 王智芳

“先带动扶持部分积
极参与的青年， 再让他们
带领乡邻致富，形成‘传帮
带’效应。”11月20日上午，
作为2017中国中部（湖南）
农业博览会“精准扶贫系
列活动”的重要板块，扎根
乡村的百余名村官、 农村
创客“黑土麦田”、商界大
咖齐聚“农博会”特设板块
“扶贫群英会”， 帮贫困群
众号准“穷脉”，解码扶贫
新模式。

电商精准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在展会期间举行“精
准扶贫系列活动”， 成为
今年“农博会 ”的一大热
点。今天上午 ，来自全国
各地的农产品企业代表、
电商平台代表等数百人
共聚一堂，就湖南特色农
产品如何与市场对接进
行交流。

“通过与花垣县政府
建立供销精准扶贫项目，
湘西十八洞村的猕猴桃、
大湘西的黄牛肉、 安乡的
时令蔬菜等已走进了市民
的餐桌， 前景非常好。”湖
南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罗跃介绍， 今年4
月， 省扶贫办联合多方开
展“扫码扶贫行动”，运用
数据平台解决信息不对称
难题， 将农产品精准推送
给目标人群， 并通过二维
码更方便快捷地宣传销售
农产品。

“要让贫困群众脱离
困境， 首先就要摘掉‘贫
帽’、切断‘贫根’。”公益组
织“黑土麦田” 的扶贫专
员、 苞谷酸合作社理事长
陶品儒，扎根湘西磨老村，
带领村民成立专业合作
社， 通过生产和销售苞谷
酸帮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陶品儒认为， 扶贫的关键
是要改善群众的生活条

件、 帮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产业、 培训就业技能， 做到
“标本兼治”。“帮助农产品实
现供需对接， 让中国的优秀
青年易于投身公共事业，用
实干与创新为脱贫攻坚和农
村发展作出贡献是我们的愿
景和定位。”

明年七成贫困县
将实现线上销售

自2016年4月湖南省电
商扶贫专项行动启动实施以
来，已有7个贫困县成功申报
成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14个贫困县获评省
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51
个贫困县已认定202个电商
企业， 国内三大电商平台已
开通20个贫困县的特色馆和
3个市州 (湘西州、怀化市和
永州市)特色馆，农产品“上
行”交易额逾13亿元。

长沙市副市长李蔚表
示， 作为中部地区最有影响
力的农业博览会，举办“扶贫
群英会”活动，主要将通过整
合省内贫困地区上千家农
户、 百余家专业合作及农特
产品资源，依托电商平台、仓
储物流和流量资源优势，帮
助贫困地区的特色产品“触
电”，推动贫困地区的产业发
展和人才培养， 既在短期内
有效提升贫困群众的收入，
又为长期的产业扶贫奠定良
好的基础。

据悉，本届中国中部（湖
南） 农博会还打造了在线交
易平台———农博优品， 让展
会实现电子化、智慧化管理，
使得线上交易和线下实体企
业融合升级。 下一步产品范
围将扩大全省所有贫困县并
建立各市级扶贫特产馆，力
争到2018年全省70%以上的
贫困县实现通过电子商务销
售当地农特产品。

■记者 刘璋景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熊其雨

电商扶贫成“农博会”新亮点 明年七成贫困县将“触电”

精准扶贫馆开启，贫困县特产随你挑

非遗文化如何进行创
新发展？ 如何让非遗产品
更好地走进生活？20日上
午，作为“农博会”活动之
一的湖南首届“对话传承
人”匠人峰会在长沙举行，
非遗匠人们与政府代表、
企业家、 行业专家学者等
进行对话交流， 为非遗的
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思路。

峰会搭建非遗创新发
展交流平台， 就非遗的创
新发展、产业化运营、与互
联网时代的融合等方面展
开对话。活动现场，来自湘
绣、桃源刺绣、醴陵釉下五
彩瓷烧制技艺、 长沙窑铜

官陶瓷、岳州窑烧制技艺、界
牌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等国
家级、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的传承人围桌大讨论， 就非
遗的技艺碰撞、创新融合、市
场共享等方面展开了交流。

据了解， 为促进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年轻一代薪火相
传，2018年度“‘一带一路’
———小小传承人” 活动在峰
会上正式启动， 省文化厅将
组织全省各中小学校数百名
学生赴国外进行非物质文化
遗产交流， 促进湖湘非遗文
化的国际化传承与发展。

■记者 刘璋景
见习记者 杨洁规

交流平台

匠人峰会“对话传承人”

产销对接

51个贫困县的特产
随你挑

本报11月20日讯 富硒
农业产业正逐渐成为张家界
慈利县农户的一大脱贫“利
器”。18日，慈利县在长沙召开
了“硒有慈利”品牌战略发布
会，为首批使用“硒有慈利”县
域公用品牌的企业授牌。从
此，慈利农特产品及衍生的旅
游服务产品，有了“硒有慈利”
这张共同的新名片。

湖南省硒元素地球化学图显示，
慈利县是硒元素含量相当丰富的县
域，现有20多家从事富硒农业开发的
企业，涵盖种植、养殖及农产品加工。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慈利县整合
1500万元农业产业扶贫资金， 重点
扶持涉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
展富硒农业产业扶贫建设项目约
100个，精准脱贫人口1万人以上。

■通讯员 戴正银 记者 杨田风

2017年亚太低碳技术高峰论坛月底举行
十大低碳城市技术将在长发布

“硒有慈利”品牌发布，农特产品可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