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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2日讯 全省系统

销售总额从综合改革前2014年
的90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273
亿元， 资产总额从346亿元增至
633亿元； 指导40个原国家级贫
困县1149家供应商进驻“扶贫
832平台”，带动贫困人口12.8万
人增收……今天，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助力乡村振兴和“三高四
新”战略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供
销合作社过去6年改革成果及未
来发展规划。

销售总额从904亿元
增至2273亿元

2015年以来， 湖南坚持试点
先行，聚焦基层基础，积极探索新
型组织体系、新型经营体系、新型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体系建
设，全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成效
显著。

数据显示，全省供销合作社销
售总额从综合改革前2014年的
90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273亿
元， 资产总额从346亿元增至633
亿元，经营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截至2020年底，全省供销合
作社共有市州社14个、 县级社
112个， 乡镇供销合作社覆盖率
达到100%。 县级及县以下基层
社对全省系统经济增长贡献率
从2014年不足40%增长到 2020
年的85%。

2020年， 全省供销合作社土
地全托管面积645万亩、 统防统治
等农业社会化服务3084万亩次，
完成农副产品购进额1187亿元、
销售额1362亿元。

全省供销合作社指导40个原
国家级贫困县1149家供应商进驻
“扶贫832平台”， 带动贫困人口
12.8万人增收，帮助贫困地区培育
打造品牌43个。

湖南将实施“12345”工程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6月23日至25日， 湖南将召
开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这
次会议距1998年第三次代表大会
召开已经时隔23年。

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
事会主任刘湘凌介绍， 从今年起，
湖南将实施“12345”工程，全面提
升供销合作社经营服务能力。

其中，“1” 是一个集团， 组建
“湖南湘供销产业集团”发展平台，
进行“产权、契约、要素”等多种形
式的合作，推动跨区域的横向联合
和跨层级的纵向整合，集聚优势发
展力量，提升服务水平。“2”即推进
联结到户、服务到户“两个到户”，
让供销合作社与农民的联系更加
紧密。“3”即发展湘茶、湘果、湘菌
三大产业，推进产业协同发展。“4”
是做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农产品冷链物流、供销
电子商务平台四大板块。“5” 是实
现供销合作社服务体系覆盖省市
县乡村的五级贯通。

“未来五年， 全省供销合作社
将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不断提升为
农服务综合能力，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加快成为服务农民生产
生活的综合平台。”刘湘凌表示。其
中着重做强做大四大板块。其一是
继续做好农资供应保障，大力推进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实
现全省主要乡镇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全覆盖。其二是加强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继续参与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打造全省系统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服务平台。其三
是加强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构建
覆盖全省特色优势农产品主产区
和主销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一
体化农产品冷链供应链保障体系。
其四是全力推进供销电子商务平
台发展。 ■记者 潘显璇

记者6月22日从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中央
农办、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
四部门日前联合出台《关于
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
一体” 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
意见》。意见明确，到2023年6
月底， 打造若干具有示范引
领作用的“三位一体”试点单
位。试点工作自2021年7月正
式开始。

意见指出，发展“三位一
体” 综合合作是推进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建设、 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
效途径，是深化农村改革、优
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 加快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
措， 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 更好践行为农服务宗
旨的客观需要。

意见提出， 要培育实施
载体，大力推进基层社改造，
真正将基层社办成管理民
主、运行规范、以农民社员为
主体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
织；完善服务功能，强化完善
流通服务， 引导推动基层社
继续做好农资、 日用品供应
和农副产品收购服务， 开展
农资集采和产品统售， 进一
步强化流通功能； 积极拓展
生产服务， 支持基层社开展
土地托管、代耕代种、联耕联
种、机播机收、统防统治等农
业生产性服务。 ■据新华社

本报6月22日讯 今日下
午， 湖南省全域低空空域改革
试点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在
长沙召开。（扫报眉二维码看视
频新闻）

记者获悉， 目前湖南省已
建成12个通用机场， 开通5条
低空旅游航线。力争2021年开
通30条以上通航航线， 围绕通
航全产业链引进80余家全球通
航优质企业。

“低空飞行”时代来了
打“飞的”赏景、旅游、兜风

“万里美景尽收眼底，摩天
大楼近在咫尺， 这种感觉太美
妙了！”回忆起4月30日的橘子
洲头空中飞行体验， 媒体人周
女士仍兴奋不已， 直言那是第
一次乘坐直升机， 原本以为会
颠簸，结果却非常平稳，并且视
野辽阔， 与看航拍视频区别非
常大。“等得空了， 我计划带家
人过来体验一下。”

周女士的橘子洲头空中
飞行体验得以实现， 得益于
2020年底，湖南获批全国首个
3000米以下全域低空开放试
点省份。在湖南通用航空产业
的快速发展加持下，对普通消
费者而言，打“飞的”看病、乘
坐小型直升机环游橘子洲、岳
麓山、洞庭湖等在以往看来有
些匪夷所思的体验，都成为了
可能。

经过9个多月的改革实践，
我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拓
展工作进展顺利、 成效显著。
目前，我省已建成12个通用机
场， 有5个通航基地在建或即
将开工、1个通用机场可研已
批复、3个机场场址已获军方
核准，开通株洲至常德、张家
界等5条低空旅游航线。 同时
中央空管委办公室协调建立
湖南省2021年通用机场场址
核准绿色通道， 将集中核准一

批通用机场场址。
湖南以长沙为中心， 半径

150公里范围已实现低空有人
驾驶航空器监视通信覆盖，全
省低空空域监管服务网、 低空
目视航图、 低空空域运行管理
使用手册、通用机场使用手册，
即“一张网一张图两手册”正加
快编制。

展望：力争今年开通
30条以上通航航线

能够有幸体验空中飞行的
并非周女士一人。 长沙湘江通
航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胜介
绍，今年“五一”假期，先后有
140余人受邀体验了该项目。

“低空旅游是通用航空与
旅游相融而生的新业态， 是当
代青年人最时尚、最喜欢的旅
游方式之一，在传统景区向全
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将有效填
补旅游市场空白、促进旅游产
业发展。我对湖南低空旅游的
未来发展十分看好。” 刘胜告
诉记者， 他们计划在7月份开
始面向普通市民开放，项目启
动后可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
热气球观赏、 青少年航空科普
等活动。

省政府办公厅一级巡视
员、省低空协同委办公室主任
罗建军介绍，下阶段，湖南省
将加快通用机场建设，力争今
年开工和建成50个以上通用
机场或含通航基地；引进和培
育通航飞行学校，力争2021年
培养500名以上通航飞行员；
出台和实施支持通航产业发
展政策措施，7月底前编制完
成通航产业“十四五”规划；推
动建设5个通航小镇或产业园
区，力争2021年开通30条以上
通航航线，围绕通航全产业链
引进80余家全球通航优质企
业。

■记者 和婷婷

下月起市民或可打“飞的”游长沙城啦
原地起飞！我省已建成12个通用机场，开通5条低空旅游航线

4月30日，湖南低空旅游首航暨星空飞行营地启航仪式在长沙市傅家洲举行，市民将来可在橘子洲坐直升机俯瞰长沙。
湖南湘江集团 供图

湖南省通用航空发
展有限公司， 作为承接
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
试点任务的省级平台公
司， 承担的改革任务目
前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
果？

省通用航空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何雄平表
示，省通航公司打造了一
套“天地人和”的通航发
展模式，将形成通航领域
可复制和推广的“湖南经
验”。

“天地人和” 通航发
展模式具体是指搭“天
网”、布“地网”、建“人

网”、促“融合”。目前已基
本搭建起通航低空飞行
的“天网”，进一步完善通
航地面保障设施的“地
网”， 构建起为广大通航
用户服务的“人网”，积极
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链条
“融合”。

据介绍，我省正积极
构建“一小时通勤圈”，目
前已开通9条短途运输航
线； 搭建了商业系统平
台， 计划7月上线运行；4
月25日已开展通航驾照
培训团购，省通航飞行模
拟体验中心已开展试运
行。

形成通航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南经验”

综合改革6年，销售总额翻了2.5倍

未来5年，湖南供销合作社将做这些大事

深化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
四部门出台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