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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7日

星期四地区经济

近年来，四川省眉山市依

托独特生态资源优势，引导农

民以土地、资金、技术、农业机

械、劳务等入股或租赁形式，把

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或合作

社，因地制宜发展水果产业项

目，让特色水果产业成为当地

农民的“致富果”，带动群众增

收。图为当地村民忙着采摘、

装运“冰糖桔”。

中新社供图

因地制宜发展
水果产业

■ 崔志芳 赵禄锋

初冬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

市（以下简称师市）的 23.97万亩和田玉枣喜迎丰

收，引得全国各地客商纷纷前来品鉴、收购。红枣

产业的发展壮大，不仅增加了南疆沙漠地区的林

木覆盖率，还有效解决了连队剩余劳动力，助力师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期，为深入了解师市和田

玉枣产业发展情况，国家统计局兵团调查总队调

研组一行来到 224团，走进红枣产业园，实地了解

红枣生产、加工、销售等情况。

走进枣园，迎面遇见224团一连的职工张来福，

他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枣园的经营情况。张来福

承包经营着 600 亩红枣，今年枣子品质好，价格

也高，前来洽谈收购的客商络绎不绝，每公斤比

去年高了 3-4 元。他边介绍这几年的种植收益

情况，边兴奋地给大家展示着政府帮他们制作

的红枣宣传视频。“红枣价格好了，咱们职工增

收也有保障了，干劲也更足了”，张来福指着不

远处的一群人说道，“那些都是前来收购红枣的

客商，和田玉枣品质好，名气也越来越大，不愁销

路了。”

随后，调研组一行走进昆玉经济开发区。据

介绍，经开区内有“无雨香甜”水晶枣品牌、“茉

语凡”红枣核桃加工的红枣派等系列干果品牌。

农产品深加工品牌的发展为师市红枣产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创业不易，企业家们对兵团

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让大家感动不已，“在昆玉创

办企业，不仅为了让消费者享受放心的和田玉

枣，更为了兵团职工能够安心种好红枣，过上更

幸福的生活”。

在调研现场，工厂的机器正加大马力加工着

红枣。据昆玉市丰茂果品有限公司的 85 后创业

人张龙龙介绍，公司在研发过程中根据消费者的

喜好，采用精湛的加工技艺，在确保营养浓缩不流

失的同时，存储运输更方便，口感更加软糯酸甜，

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和青睐，市场份额不断增

加。公司目前正在探索短视频直播、电商供应链

服务等新业态销售渠道，以增强市场竞争力。新

疆茉语凡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道，该公司在 224 团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

础上研发红枣、核桃等传统产品的同时，紧跟市场

需求和消费者喜好拓展产品研发领域，公司生产

的枣仁派，以红枣和核桃为原料，口感好、营养健

康，线下与线上同步销售，深受消费者喜爱，为和

田玉枣品牌打出新的知名度。

“以前种植红枣，市场看供求定价，即使风调

雨顺，但市场供应过剩，销售渠道单一，红枣又不

耐储藏，再低的价格也要卖，经常出现丰产不丰收

的现象，职工经营风险大，种植积极性不高”，据师

市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拓宽销售渠道，扩

大红枣市场影响力，昆玉市于 2009 年申请了“和

田玉枣”鲜枣和干枣地理标志各 1个，近年来，师

市积极培育“和田玉枣”品牌，引导客商在团场建

立红枣深加工企业，延长红枣生产、种植、加工、销

售产业链，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有效提升

了和田玉枣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竞争力，助力各

团场、连队职工增收和乡村产业振兴。如今，师市

的红枣产值占水果产值九成以上，占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七成左右，现有红枣加工企业 10 家，设计

产能达 725吨/天。

当前，团场通过不断协调做好仓储、物流等

服务，推动红枣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升市

场竞争力。而企业、职工也纷纷通过淘宝、快手、

抖音等电商渠道推销产品，为红枣产业的壮大发

展提供了新动能。调研组发现，连队职工对红枣

也从之前的简单种植、收获，到现在更加关注市

场变化了。他们从互联网等渠道获得市场行情，

也更加愿意主动融入市场，通过直播卖货等方式

宣传自己的产品，在丰收的过程中收获着创业的

自豪和喜悦，对于红枣种植、销售也更有信心和

底气了。

沙漠结出“致富果”，走出职工幸福路
——兵团十四师红枣产业发展见闻

■ 赵元顺 李楠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旺则根基固。近年来，

河南省南阳市着力实施产业兴市战略，依托乡村

特色优势资源，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

肉食、粮油制品、食用菌、中药材、林产品、果蔬、乳

制品、酒业“八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规模、完善

产业链条，推动农业发展由“生产型”向“市场型”

转变，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经济发展、群众致富

的振兴之路。

聚焦标准化，提升特色农产品质量

南阳市坚持“绿色兴农、质量兴农”，稳步提

升农产品质量，稳步推进农业品牌建设。淅川县

香花辣椒入选国家 2022 年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工程，“霜月红”冬桃、“伏牛山”猕猴桃两个品牌

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南召一化性柞蚕”等

9 个品牌入选省知名农业品牌。截至 2022年底，

南阳拥有国家级知名农业品牌 6 个、省级 78 个、

市级 234个。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南阳市以国家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为标准整改提升，12 个创

建单位均顺利通过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市）创建省级调研评估。此外，完成年度 17
项主要农产品地方标准制定修订，全市入驻国

家追溯平台生产经营主体 1232 家，承诺达标合

格证开具主体 2863 家，带证销售鲜活农产品百

万余吨，开展 4 次农产品质量例行监测，合格率

均高达 99.5%。

聚焦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全面发展

南阳市坚持企业主导、三链同构、融合发展，

逐步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培育壮大 10 个国家、省现代农业产业园，

发展壮大龙头企业，打造肉食、粮油、食用菌等八

大产业集群。截至 2022 年底，全市花、药、果、

菌、茶生产规模分别达到 3.9 万公顷、12.7 万公

顷、3.9 万公顷、5.5 亿袋和 1.7 万公顷，花、药、菌

生产规模位居全省第一；八大产业集群延链补链

强链工程加紧推进，集约化、链条化、集聚化发展

势头强劲。

在加强龙头企业建设方面，全市以 9 个国家

级、99个省级、226 个市级龙头企业为中坚力量，

打造优势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构建现代乡村产

业体系。在推进产业强镇项目建设方面，桐柏

县固县镇产业强镇项目获农业农村部批复，获

中央财政补助 1000万元，其中第一批资金每个项

目 300 万元已到位，目前项目建设工作正在进

行。在推进产业园项目建设方面，以内乡县 1 个

国家级产业园、西峡县等 9个省级产业园为抓手，

以龙头企业、合作社为重点，集聚资源及项目，促

进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

聚焦科技支撑，提升发展水平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南阳市积

极对接科研院所，充分利用京宛合作、豫沪合作及

绍兴、芜湖友好城市等平台，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农

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学院等科研院所的

交流与合作，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采取

科技攻关、开展产品研发、建立科技小院、组建工

作站、聘请专家顾问等方式，推动产学研、农科教

紧密结合；按照“人人持证、技能农业”的要求，积

极开展职业农民培训，共培育技术人才 8454 人；

大力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

械化率达到 88%以上。

在农村环境建设方面，南阳市全面实施农业投

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

生态化，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加强农业污染防治，保

护与节约利用农业资源。以南水北调源头汇水区

及干渠沿线、白河流域等区域为重点，大力发展特色

蔬菜、优质水果、优势畜禽、水产、食用菌、茶叶等特

色产业，打造具有南阳特色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

另外，南阳市还继续推进淅川县省级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区建设，打造绿色发展样板。通过召

开现场推进会、开展生产管理技术指导、认证前产

地环境管理检查、品牌建设培训等，唐河县、邓州

市、镇平县成功获批 2022年首批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南阳：产业集群拓宽乡村振兴路

■ 聂倩雯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湖南省长沙市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

节点城市，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了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

的华丽蜕变，助力湖南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10年来，湖南与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累计达 1.47万亿元，年均增长 20.4%。

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长沙充分发挥区位和对外工程建设在交通、装备制造等方面综合实力强的优

势，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建筑湘军”已在全球 54个国家实施近 160个国际工程项目。其中，总

部设立在长沙的驻湘央企中建五局，承接了中国在海外建设的最长隧道——斯里

兰卡引水隧道项目、巴基斯坦最大交通基础设施PKM项目以及中国建筑在海外的

首个高铁项目中泰铁路等，打造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海外重点项

目，使“中国建造”走出国门、造福全球。

贸易畅通不断深化

作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雨花区块是长沙与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不断深化贸易畅通的缩影。

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已成功举办 3届。今年参会规模为历届之最，53个建

交非洲国家，联合国工发组织、非盟等 12个国际组织，国内 30个省区市，1700余家

中非企业、商协会和金融机构踊跃参会共商合作。近 130名非洲国家部级官员、驻

华大使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外宾达 1700人、内宾超 1万人。会议期间，中非各

方累计签约项目达 120个、金额达 103亿美元，集中展现了中非经贸合作的强大活

力和韧性。长沙作为主力军，共有 35个项目签约，签约金额达 124.6亿元人民币，

占全省近八成。

今年，自贸雨花区块创新搭建“自贸雨花招商运营管理平台”，建成中非经贸

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中非经贸博览会常设展馆、湖南出口产品集聚区等重点项

目，打造浏阳河数谷、湖南高桥国际贸易港 RCEP数字化产业园等重点平台。累

计新增市场主体 5689 家、新设立企业 2915 家。累计落地重大项目 24 个，总投资

754.5亿元，涉及总部经济、跨境电商、市场采购、中非经贸等重点发展产业。

仓配创新加足马力

长沙积极布局海外仓配，对外经贸合作增添新动能，实现了技术密集型产品

出口高速增长。截至目前，长沙跨境电商综试区内企业建设海外仓数量达 49个，

总面积 73.6万平方米，覆盖 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公共海外仓有 28个，总面积达

63.7万平方米，覆盖 14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三季度，长沙出口结构呈现明显变

化，出口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电动载人汽车技术密集型产品等“新三样”产

品合计 31.7亿元，同比增长 26.1%。

站在共建“一带一路”10周年的节点上回眸，长沙之变映射硕果累累，更照见

“一带一路”的未来与希望。面对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形势、新要求，长沙

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畅通国际投资贸易合作渠道，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在

高水平开放中打造竞争新优势，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一带一路”
引领长沙十年蝶变

浙江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

本报讯 近日从浙江省经信厅获悉，浙江将以“创新驱动、场景牵引、重点突

破、生态融合”为主要路径，聚焦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构建产业集聚发展平

台、开放建设典型应用场景等重点任务，努力推进虚拟现实技术创新、产业发展

与融合应用。

据了解，浙江将推进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数字孪生、区

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创新，组织实施一批跨产业链、面向特定场景、具有市

场潜力的融合应用研发和产业化项目。支持重点科研成果向下游应用企业转移转

化，持续提升虚拟现实产品的技术成熟度和规模化应用水平。

据介绍，浙江将建立一批虚拟现实共性应用技术支撑平台，强化技术研发、成

果转化、检测认证、知识产权服务。打造一批虚拟现实/元宇宙体验中心，加快典型

应用场景和案例展示、优秀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

依托工业互联网、产业大脑等平台，浙江将加强虚拟现实技术集成，开发 3D可

视化可交互的数字空间、工业机理模型、知识图谱等功能模块，全面提升工业企业

生产制造智能化水平。结合未来工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等建设，探索打造基

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智能化车间和虚拟工厂试点示范。 顾小立

安徽高端装备制造业已创建 25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本报讯 近日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安徽省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已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5个。

据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姚凯介绍，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安徽省十大

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发展迅猛，2022年营收约 4300亿元，占装备制造业的比重提

高至 45%。近年来，安徽陆续出台“三首一保”、数字化转型、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

等专项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截至目前，安徽

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已创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12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 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5个。

据介绍，在产业结构方面，安徽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逐步形成了“双核多基地”

的产业布局。合肥市和芜湖市是安徽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核心区域，马鞍山市、

滁州市、蚌埠市、六安市、宣城市、安庆市是安徽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重点区域，

正在打造各具特色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分产业看，安徽省确立了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 7个重点发展的细分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现代工程机械、轨

道交通、航空航天、医疗装备和智能成套装备等。 胡锐

渝陕两地首条直连高速公路巫镇高速正式建成通车

本报讯 重庆巫溪至陕西镇坪高速公路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巫镇高速是重庆

首条直接连接陕西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重庆市巫溪县至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

的车程从 3个多小时缩短至 1小时以内。

据了解，该项目全长约 48.7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

度 80公里/小时，整个工程桥隧比高达 91%。除此之外，项目沿线地质条件极为复

杂，共穿越了 28个褶皱和 7条断裂带，施工过程中遭遇断层、岩爆、大变形、岩溶、地

下水及煤层瓦斯等各种挑战。面对重重困难，参建各方攻坚克难，最终建设出一条

跨越山水阻隔、高差达 700余米的高速公路。

据重庆市交通局介绍，巫镇高速建成后有助于增强重庆对外辐射集聚能力，同

时串联起沿线的红池坝、飞渡峡、鸡心岭等景区，对于促进区域融合发展以及生态

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赵佳乐

地区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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