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商务局等 14 部门印发《安康
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推动新一
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聚
焦汽车、家电、家居等重点领域，通过加大
政策引导支持力度，力争到 2027 年，实现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乘用车加快淘汰，高
效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推动
绿色、智能、高品质消费品进入更多居民
生活，形成畅通的经济循环。

与此前的以旧换新相比，新一轮以旧
换新，潜在市场更大。 本次以旧换新按照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便民惠民、绿色低碳
的原则，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让利、线上线
下联动的方式，逐步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
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促进消费增长，满
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面对消费者的升级需求，此次以旧换
新解决的问题从“有没有 ”变成了 “好不
好”， 推动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地进入
居民生活。 最为重要的是，新一轮以旧换
新，关键词并非仅仅在于“消费”，更在于
“循环”。这一政策不仅能够刺激短期消费
需求，有效拉动内需，还有利于推动消费
升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从 《安康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
案》中可以看到，本次措施更加贴合群众
生活实际，既有大件物品的换新，也有电
动自行车换新纳入补贴这类具体方案。

在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方面。按照中央
财政与地方财政共担原则，落实国家汽车
报废更新补助政策，利用国家“汽车以旧

换新补贴” 系统， 做好补贴资金申领、审
核、监管等相关工作。鼓励将高能耗、高排
放、使用年限较长、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
汽车，更新为燃油车或新能源汽车，支持
二手车流通和报废车回收拆解。通过发放
消费券等形式，对消费者在安康市符合相
关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开具交
易发票，并在安康市登记注册的给予一定
补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一并列入补贴
范围，补贴标准另行明确。 完善充电设施
管理机制，支持在居住区 、停车场 、加油
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客货运枢纽等建设
光伏发电和充电基础设施，推进新能源汽
车消费。 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对居住
区充电设施给予一定补贴，鼓励充电桩基
础设施运营企业适当下调充电服务费。

在开展家电产品以旧换新方面。鼓励
将高水耗、高能耗、使用年限较长，存在配
件老化、安全隐患的产品，更换为低能耗、
低水耗产品， 重点支持老旧家电换购一、
二级能效绿色家电和新兴智能家电，鼓励
家电销售企业、回收企业开展合作，实现
旧家电的便捷回收和再利用。对参与以旧
换新的消费者给予一定比例的购新补贴，
鼓励企业开展以旧换新促销活动。采用发
放消费券等形式，对消费者以旧换新购买
一、二级能效绿色智能家电和绿色智能家
居产品给予补贴。 补贴标准另行明确。

在开展家装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鼓
励使用绿色、低碳产品，支持传统家居品
质提升， 鼓励旧房翻新和适老化改造，推
动家装厨卫“焕新”。鼓励家居企业推出绿
色、低碳、智能化的家居产品，支持传统家

居的品质提升和旧房翻新改造。鼓励家居
企业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场景，提供
个性化的家居设计、定制和安装服务。 鼓
励家居销售企业依托卖场和物流仓储，建
立废旧家居回收仓， 开展以旧换新业务，
免费提供上门送新收旧服务，无残值废旧
家居及时转运大件垃圾处理场进行销毁。
对购置新家居和适老化改造的消费者给
予适当的补贴，补贴标准另行明确。

近年来，随着产品的普及度、渗透率
持续上升，我国汽车和家电市场已从单纯
的增量时代进入到增量和存量并重的时
代。 汽车和家电消费想要保持增长后劲，
不仅需要继续拓展增量市场，更需要尽快
激活存量市场。

在 《安康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
案》中，我市将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体
系， 进一步规范健全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统筹推进中心城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和
区域集中交易市场建设。 推进线上线下
“换新+回收”一体化模式，鼓励上门回收
废旧消费品。优化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布
局， 完善公共机构办公设备回收渠道，培
育一批再生资源回收分拣骨干企业。

持续推动实体二手市场规范建设和
运营， 加强二手车经销企业备案管理，进
一步提高汽车销售企业备案率，努力做到
应备尽备。完善二手车经销企业备案登记
制度， 支持二手车销售由经纪转经销，对
符合条件的二手车经销企业给予一定奖
补。 商务、公安、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
强信息交流共享，推动实体二手车市场规
范建设和运营。推动二手电子产品交易规

范化，防范泄露及恶意恢复用户信息。
同时， 加强以旧换新财税金融保障。

用好国家和省级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相
关政策，统筹市、县财政资金，支持引导消
费品以旧换新。落实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增
值税简易征收等相关税收政策，推广资源
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
开票”做法。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前提下，适当降低汽车贷款首付比
例，加大对消费品以旧换新企业、再生资
源回收企业和二手车行业融资力度。支持
各银行机构在销售卖场开设临时服务网
点，拓展消费信贷业务，合理确定贷款利
率和还款期限，推广线上即时办理，为消
费者提供更多消费金融服务。

在做好政策落实情况下，我市还成立
了安康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领导小组，
由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牵头，市
级相关部门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并指定专
人负责此项工作；建立消费品以旧换新重
点企业库，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以旧换新活
动。 建立定期监测机制，定期对消费补贴
的发放及核销情况进行跟踪，每月对企业
销售数据进行统计，及时了解政策实施效
果；同时，各县（市、区）还将加大对参与企
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按照政策要求开
展以旧换新活动，参与企业应确保提供的
优惠措施真实有效， 不得存在虚假宣传、
误导消费者等行为。参与企业不得以政府
补贴为名，减少或取消自身应提供的优惠
政策。 要建立健全的投诉举报机制，及时
处理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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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美丽乡村啥模样？到陕西省安康市的瀛湖风景

区，或许会找到答案。
瀛湖，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是西北五省

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
水源地。泛舟湖上，波光粼粼的碧水青山之间，一幅
山水田园画卷徐徐展开。

这派瑰丽的景象， 离不开当地村民持续守护
“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46 岁的孟发明是安康市汉滨区瀛湖镇桥兴村
村民，曾是一位有着十多年捕鱼打捞作业经验的老
渔民。 如今，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新果农。 2008 年到
2018 年间，孟发明凭借网箱养殖淡水鱼，每年能收
获 10 万斤左右的成品鱼， 一家四口过上了富裕的
生活。“但网箱养鱼对汉江水质会有影响。在村委会
的动员下，我将自家的网箱拆除，转而依靠种植水
果继续走好致富路。 ”孟发明说。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鲁周民团队等专家
的指导下，当地村民攻克了枇杷种植时常见的软腐
病，还掌握了套种绿茶技术。 “今年 6 月，我家的 50
亩枇杷再获丰收，收成超过 16000 斤，至少可以带
来超过 30 万元的毛收入。 ”孟发明说。

在桥兴村， 像孟发明这样转型的渔民还有很
多。 目前，桥兴村枇杷种植面积已达 800 余亩，高山
茶叶种植规模已拓展至 2600 余亩。 从渔民到果农，
从“依水而兴”到“因果而富”，如今桥兴村的百姓吃
上了“生态饭”。

过去养鱼，现在护水。 在瀛湖生态旅游区还活
跃着一支漂浮物打捞队，打捞员都是附近的村民。

一大早，队长尤应武和队员乘着小船，带上抄网，仔细检视库区。打
捞队成立 10 年来，队员们不遗余力地守护着瀛湖的美丽风光。 每到汛
期，湖面漂浮物增多，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尤应武说：“尽管工作辛
苦，但心情格外舒畅。 打捞工作相当于打扫自家门口的垃圾。 越来越清
澈的湖水、越来越美的家乡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在瀛湖唐家链子滨水区域的瀛家·耕读民宿中， 游客们捧一本书、

泡一杯茶，白天可观阵阵流云、粼粼碧波，夜晚可赏远山青黛的泼墨剪
影，悠闲而自得。 2018 年 9 月，唐家链子滨水区域开始发展民宿，村民
梁永菊便把自家房屋租了出去。 她家的院子和房屋被改造成拥有 5 间
客房的瀛家·耕读民宿，每年可获得 8 万元租金。与此同时，梁永菊还被
聘为民宿管家，每月还能再挣三四千元。 “现在的日子比过去靠捕鱼谋
生安稳多了。 ”梁永菊说。

近年来，瀛湖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的风光吸引了大量游
客，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让村民在青山绿水间实现了致富。

如今的瀛湖，水质明显改善，岸线森林覆盖率达到 76%，野生朱鹮、
白鹭、鸳鸯等数量明显增加；如今的瀛湖，业兴民富，景色如诗如画，宛
若“梦中水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路上，更多像瀛湖一样的美丽乡村正
款款而来。

平利县茶禀赋独特 、 资源丰
富，是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能力最
强、 产业化水平最高的农业首位产

业。 用好用活茶资源，对于推动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因茶致富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今年以来， 平利县引强
企、促生产、强服务，全力推动夏秋茶综
合利用，呈现多方共赢局面。

茶企：绘好“振兴梦”

“轰隆隆———轰隆隆———”
井泉茶业公司在广佛镇刚刚建成的初制

茶加工厂一片忙碌，正在运转的机械上，一片
片茶鲜叶随着履带高低起伏，空气中弥漫着浓
郁的茶香，经过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后，收购
来的茶青就蜕变成了色绿、香郁、味醇的初制干
毛茶。

以前，平利茶企把精力重点放在春季名优茶
生产上，夏秋季的茶资源利用率不高，主要问题
在于缺乏市场销路，投入与收益不成正比。 今年，
县政府围绕产业链升级精心筹划，精准招商，积极
对接大宗茶出口头部企业河南辰龙茶业有限公
司，邀请公司负责人到平利实地考察，经过多次协
商达成合作意向。

2024 年 3 月，河南辰龙茶叶公司在平利县设立
陕西井泉茶业有限公司，第一期工程投资建设年产
5000 吨眉茶精致生产线一条及初制茶生产线三条。
截至目前，广佛镇初制茶厂已建成投用，生产加工初
制茶近 80 余吨，长安精致拼配生产线和洛河、三阳
等镇初制茶生产线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

“平利茶资源丰富，而且茶园管护好、茶质好，我
有信心把井泉茶业做大做强。 ”井泉茶业公司负责人
卢涛自信地说。 茶市场和茶原料通过招商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 为平利夏秋茶开发利用找到了一条互利
共赢的新路子。

政府：铺好致富路

绿油油的茶园里， 农技干部王鹏在耐心地讲解
茶园管理技术。

“茶树就像自家娃儿一样，也要定期修剪、施肥、
灌溉、除草，你越爱护它，它越能帮你多产茶、产好

茶。 ” 老一辈的种茶经验和年轻技术员的科学管护理
论，在田间地头不断碰撞，为茶树生长、茶叶品质升级
注入了科技“肥力”。

加大夏秋茶生产是补强茶产业链短板弱项， 提升
茶业综合效益的关键举措。 为抢抓机遇，实现产业提质
增效、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持续增收，6 月 12 日，平利县
召开了夏秋茶开发利用座谈会，会议强调，要狠抓夏秋
茶开发利用，全面提高茶叶资源利用率，促进农民就业
增收。 县有关部门和各镇积极行动，广佛、长安、大贵、
洛河、三阳等镇成立工作专班，为加工企业做好环境保
障与配套服务工作，各镇乡村建设服务公司主动对接，
开展茶园托管，机采机管，为加工企业提供原料保障。
县茶业中心联合镇村干部开展技术培训， 完善茶园管
理技术规范，制定夏秋茶采摘加工标准，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

通过县、镇、村三级联动，茶农、社会服务、加工企
业三方协力，一幅“陕茶振兴 平利引领”的乡村和美画
卷在平利大地徐徐展开。

茶农：品味获得感

“每天能挣这么多钱，开心吗？ ”
“挣一点是一点呢，哈哈！ ”已经 85 岁的广佛村六

组村民赵国彩满脸洋溢着笑容和收购人员说笑。
下午 3 点，赵国彩来到自家茶园，经过 3 个多小时

的辛勤劳作，他采了近 60 斤茶青，这些茶青之前随手
就扔在茶园用来窝肥，如今井泉公司按照每斤 1.5 元收
购，可以让赵国彩挣到 90 元钱。

“夏季卖茶青的钱完全够茶园一年除草施肥、修剪
管护费了，可以为本地茶农茶企节省一大笔开支，促进
茶园管理标准化。 ”平利县茶叶和绞股蓝发展中心主任
马云璞说。

据悉，井泉茶业公司今年计划收购 2 万吨茶青，用
于直接支付本地茶企、 茶农， 收购茶青资金高达 6000
万元，1 亩茶园夏秋季可以采收 2 至 3 轮， 收获茶原料
1000 至 1500 斤， 茶农夏秋季可增收 1500 元到 2000
元， 联农带农增收落到了实处， 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
惠。

下一步，平利县将强化茶园管理、科学采收鲜叶、
加强资源配置、保障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带动群众持续
增收， 为建设陕西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作
出贡献。

新一轮“以旧换新”：更多细节值得关注
记者 田丕 通讯员 向守宏

平利夏秋茶生产吹响“冲锋号”
通讯员 周华林 罗华涛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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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贵镇乡建公司在茶园开展机采机管， 为企业提供
原料保障

广广佛佛镇镇塘塘坊坊村村村村民民在在自自家家茶茶园园里里采采摘摘夏夏秋秋茶茶

陕西井泉茶业加工车间一片忙碌景象

在加工车间查看生产情况

陕西井泉茶业加工车间内, 大宗茶智能化生产
线正在快速运转

（（图图片片由由陈陈子子帆帆拍拍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