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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14日

星期四地区经济

江苏常州新能源汽车新车渗透率达 38.1%

本报讯 江苏省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新车渗透率达 38.1%，1-11月新能

源整车产量超 60万辆，占江苏产量 2/3，同比翻 1倍。这是近日从在常州

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亚洲“一带一路”伙伴绿色发展政策经验分

享会上获悉的。

常州动力电池产销量约占全国1/5。据常州市市长盛蕾介绍，当地致

力于打造新能源产业高地，动力电池的产业链完整度已达 97%，拥有新能

源领域的专利数达 2.5万件。常州工业产值规模约 2万亿元，其中新能源

产业产值达7200亿元左右，力争到2025年新能源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司长柯睿智表示，对发展

中国家自身来说，要解决碳排放问题，唯一的方案是发展更加有韧性的绿色经

济。常州不断进行结构性转型，在新能源和电动车发展等方面持续走在前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说，亚洲国家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同中国互为密切经贸合作伙伴，研究院愿同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一道，共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绿色经济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秦华江

广西北海全力保障 LNG 冬季能源保供安全

本报讯 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截至近日，国家管网北海LNG接收站

码头今年已完成 37 艘 LNG 运输船舶靠泊作业，安全接卸液化天然气

241万吨、541万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长 67%，超额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为保障冬季能源保供运输安全，北海海事部门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在

每艘LNG运输船到港前，与码头业主、船舶代理、拖轮公司、监护公司、引

航站开展航前安全会商，排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制定符合实际的

船舶靠泊计划，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在船舶靠离港作业时，加强现场巡查

监管，派出海巡船艇做好现场监护；在船舶交管中心远程监控的配合下确

保突发状况能够及时处置；通过加强船舶进出港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民

生能源物资的水路运输安全。

据悉，国家管网北海LNG接收站作为北部湾地区唯一一个千万吨级

接收站，是西南地区重要的能源运输枢纽，从该站接卸的液化天然气通过

管道气化外输，可辐射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五省区，为我国西南地

区持续提供清洁能源。 黄浩铭

■ 新华社记者 陈柱佐 刘佳敏

果农网络直销当上脐橙“推荐官”、1分

钟给 600 多个脐橙做“全身体检”、一杯奶

茶打开脐橙加工新市场……眼下正值赣南

脐橙收获季，记者近日走访江西信丰、安

远、石城等脐橙产区发现，不论是创新销售

手段还是规模化初加工，或是探索深加工

模式，当地通过完善产业链拓销路、扩市

场，品牌价值达 691.27亿元的赣南脐橙，日

渐成为名副其实的“金果”。

“身后是我自己家的脐橙园，保证您的

橙子都是新鲜采摘、当天发货。”信丰县果

农殷春梅对着手机正向观众直播。为了更

好地推荐自家脐橙，殷春梅在脐橙尚未成

熟时便开始练习普通话，并仔细观摩专业

主播直播。现在，她能将赣南脐橙的品质

特点讲清楚，面对直播间里的提问也应付

自如。

脐橙种植园内，果树密布，黄澄澄的果

实挂满枝头，跟殷春梅一样忙得不可开交

的还有果农余飞。“开播没多久，直播间的

订单就像潮水一样涌来，果园所有人上阵，

加班装箱打包早就习以为常。”余飞说，这

是他首次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脐橙，

近 1/3的订单来自直播间。他每天卖出近

千吨脐橙，今年收入至少将增加 30%。

走进安远县的江西维鲜生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加工区、仓储区、配送区、电子交

易区等功能区域有序分布。公司总经理

胡毛毛介绍，有了完善便捷的配套设施，

脐橙日加工处理量达 320吨。

车间内的两条果品采后技术处理设备

生产线，不仅能大批量清洗脐橙，还可以分

析每个脐橙的糖度、颜色、个头、瑕疵等，屏

幕显示设备分选速度每分钟达 604个。

“这相当于给脐橙做‘全身体检’，所有

结果会显示在电脑上，以便分拣人员更好

掌握每一批次脐橙的质量信息。”胡毛毛

说，经过设备处理后的橙子，会从个头大

小、重量等维度分门别类打包封装，不同规

格的脐橙也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如今，像这样的企业在安远县有 10余

家，当地脐橙加工生产线达 70 条，具备

1000吨以上的日加工能力，从各地采摘的赣

南脐橙经由这里远销海内外。

在年轻人冬天的“第N杯”奶茶里，可

能有一杯是橙子风味饮品，这杯饮品的原

料之一橙子，有不少产自石城县。作为一

家深加工食品企业，江西德都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从 11 月采摘期开始便陆续收购脐

橙，今年预计收购1万吨。工作人员黄洁妤

介绍，公司拥有年产 2万吨果汁的生产线，

最近每天榨取 100 多吨橙汁，供应给合作

的各大茶饮连锁品牌。

对脐橙的加工并不局限于橙汁，黄洁妤

说，公司每年至少投入 5%的资金用于研

发，当前已产出果汁、果酱等奶茶饮品原料

170 余种，年产值超 1 亿元。目前，公司与

东南亚、美洲等海外客户达成合作，将不断

把赣南地区的优质深加工农产品推向国际

市场。

“金果”熟 产业兴
——江西赣南脐橙产区丰收新事

■ 陈宇 冷丁

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立足本地文化和资源优势，将豆腐

干产业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产业来抓，形成标准化、集

约化的产业链。如今，“南溪豆腐干”已是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休闲食

品品牌，豆腐干业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居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产业。

从传承到创新“小食品”变身“大品牌”

说起南溪豆腐干，最早是诞生于清末年间，因制作精细、营养丰

富、入口香醇而闻名川内外。近年来，通过原有生产技艺传承和当地

政府对豆腐干文化的保护与研发，南溪豆腐干的生产企业已发展到

数十家。其中，某企业与清华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院校建立“产学

研”战略联盟，高标准建成四川省豆制品检验检测中心、食品研发中

心，获发明专利 13个。豆腐干品种也由原单一五香型发展为金钩、

火腿、鸡丝、墨鱼、五香等五大类共计 35种风味、68个品种。

同时，南溪先后成功举办了 3 届“豆腐干食品和文化节”，创下

“世界最大豆腐干”“世界最大豆腐干招待会”和“世界最大食品包装

拼图”等 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进一步扩大了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

2007年，“南溪豆腐干”制作工艺列入第一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08年，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对“南溪豆腐干”

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22 年，“南溪豆腐干”品牌价值达到

5.58亿元，位居天府地标美食品牌价值榜第 48位。

从分散到集聚“小食品”孕育“大产业”

2016 年以前，南溪有大大小小的豆腐干企业数十家，散布在全

区 7个乡镇。2015年，南溪区政府规划建设了占地 2平方公里的九

龙食品工业园豆制品生产功能区，引导分散的豆腐干生产企业“退城

入园”。2017年，政府出台了《南溪豆腐干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

法（试行）》，并相继制定了《地理标志产品南溪豆腐干》地方标准、《地

理标志产品南溪豆腐干生产工艺技术规程》等。

通过几年的培育和壮大，南溪豆腐干骨干生产企业达到 8家，形

成豆腐干生产企业集群。同时，园区招引了发酵类豆制品加工企业，

发展豆渣酱、豆鼓、腐竹（腐皮）、大豆纤维等多元化豆制品产业，构建

“一干多支”产品体系。

在政府推动下，生产企业成立豆类制品行业协会，组建了现代工

艺生产企业和传统手工制作企业生产联盟，推动全区豆制品企业共

建原料基地、研发平台，共用物流通道、销售渠道，共享品牌资源、品

牌效应。此外，食品工业园区配套发展食品包装、冷链物流、电商、豆

类特色餐饮等业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豆腐干产业链。2022年，南

溪豆腐干产业实现总产值 9.3亿元，营业收入 9.1亿元，生产企业直接

用工 1500余人。

从线下到线上“小食品”抢占“大市场”

近年来，南溪持续擦亮豆腐干“首届中国特色旅游商品金奖、

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单、3项世界吉尼斯纪录”等多张名片，生产企

业主动参加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西博会等节会展会和经贸交流活

动；地方政府制定完善“南溪豆腐干”品牌使用标准，依法打击了一批

冒用品牌、损害“南溪豆腐干”品牌声誉的行为，并启动“南溪豆腐干”

全国驰名商标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品牌美誉度。

同时，地方政府和生产企业共同发力，不断拓展豆腐干销售市

场。协调大型商超设置“南溪豆腐干”专柜，并在市内及周边市州旅

游景区建立销售网点。2022 年，“南溪豆腐干”全国经销点突破

3000 家，开辟线上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并成功列为

四川航空食品供应产品。预计到 2025年，南溪豆腐干国内市场占有

率将达到 20%以上。

“小食品”做出“大文章”
——宜宾市南溪区豆腐干产业发展综述

■ 黄彩霞

“我记得你们”“先进来坐坐”……刚

一进塘坑村，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的

调查人员便受到了村民们的热情欢迎。

广州市南沙区塘坑村是广州市美丽

乡村示范点、南沙区历史最悠久的村庄

之一。十年前，广州队积极响应国家统

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千村调查”号召，组

建以青年干部为骨干的工作小组，通过

实地考察、群众座谈、入户深访等方式，

深入了解塘坑村经济社会情况和居民收

入生活情况，分析总结塘坑村发展经验

以促进广州市郊农村城市化进程。

十年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

际，广州队青年干部再度来到塘坑村

开展“十年回访深调研”，走在村头巷

道、走进村民家中，去听、去看、去感受

塘坑村和村民们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和广州推进城市更新的新形势下

发生的新变化，思考探讨在《广州南沙

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

方案》出台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塘坑村

如何破难题、抓机遇，奔赴下一个更好

的十年。

青年干部们分组走进村民家中，听

村民们畅谈村子、家庭收入和生活状况

等方面的新变化——

村集体资产基本盘活使用。2010年

1 月 1 日起，塘坑村按照“生不增、死不

减”原则，实行集体经济股份固化，成立

塘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2022年村集体

经济总资产达 4232万元，其中物业资产

大部分处于租赁状态，2022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1010万元，年度分红517.1万元。

村民收入水平有所上升。处于劳动

年龄的塘坑村村民大部分以工资收入为

主，小部分经商的以经营收入为主，已过

退休年龄的村民以领取养老金或职工退

休金为主，小部分有出租屋租金收入。

此外，村集体资产收益近几年每年向每

位股东发放4000-5000元分红。

村民社会保障更加完善。满足条

件的村民可以自行购买城乡养老保

险。在医疗保险方面，有工作单位的村

民在工作单位购买，没有工作单位的村

民由村里出资购买，2022年塘坑村共计

为 767名没有工作单位的村民出资购买

了城乡医疗保险。

人居环境更加舒适。十年来，塘坑

村通过开展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工作、组

织农村公厕和农户无害化卫生户厕的

“查漏补缺”、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体系等举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村属古建筑保护更加有力。塘坑

村作为南沙区历史最悠久的村庄之一，

在推动旧村改造过程中，一直致力于在

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基础上，聘请专业

团队用修旧如旧的方式对原有古建筑

进行修缮和保护，最大可能地留住古色

古香的岭南风情韵味。

作为十年前后两次调研的参与者，

广州队青年干部朱莹珺和陈贝对塘坑

村十年变化感受颇深。朱莹珺反映

说：“十年前调研时，有村民担心村口地

铁开通会影响村内治安。如今，地铁和

明珠湾大桥架起了村民与外界沟通的

桥梁，村民的观念也转变了，积极支持

南沙旧村改造。”陈贝则感叹道：“十年

后重返塘坑村，深刻感受到乡村振兴给

塘坑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地铁开通了，

路修得更宽敞了，村里人气更旺了，村

民收入稳步增长，对未来生活也有了更

多的期盼。”

村民们走过的这十年
——广州市南沙区塘坑村“十年回访深调研”观察

近年来，宁夏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

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

业 ，推 动 能 源 绿 色 转 型 发

展。截至目前，宁夏全口径

电源装机 6826 万千瓦，其中

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

3514 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

占比达到 51.5%。图为青铜

峡市戈壁滩上一处清洁能源

发电站。

中新社供图

戈壁绿电
助力绿色发展

地区纵横

特色产业

本报讯“四上”法人单位是现阶段我国统计工作实践中对主要

经济指标达到一定规模、限额或具备资质的法人单位的一种通俗称

谓。“四上”法人单位数量不多，但其经济总量大，是地区经济实力的

具体表现，也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税收收入、解决劳动就业的主要

载体。近年来，山东各级各部门持续推动鼓信心、稳经济、促发展一

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省“四上”法人单位数量持续保持稳定增

长的发展势头，体现了山东经济承压运行韧性强的特点。

——“四上”法人单位数量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截至今年10月底，

山东省“四上”法人单位数量再创新高，达到10.7万家，比2019年同期增

加3.8万家，增长55.1%，年均增长11.6%。分行业看，五大行业增速呈

“四升一平”态势。今年10月末，批零住餐业、建筑业、重点服务业和工

业法人单位数量分别比2019年同期增长135.6%、76.2%、31.4%和26.9%；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分地

区看，全省 16市实现全面平稳增长。16市“四上”法人单位数量年均

增速介于3.5%-23.3%之间，呈总体平稳、全面增长的发展特点。

——“四上”法人单位结构分布呈集聚特征。从行业分布看，近

七成的单位集中于批零住餐业和工业。今年 10月末，全省限额以上

批零住餐业和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数量分别为 3.8 万家和 3.6 万

家，合计占“四上”法人单位的 69.2%，占比较 2019年同期提高 5.4个

百分点。从地区分布看，青岛等 6市单位数量占比近六成。其中，青

岛和济南“四上”法人单位数量超过万家，分别为15747家和13105家，

集聚效应凸显；潍坊、济宁、临沂和烟台 4市“四上”法人单位数量超

过 8000 家，分别为 9388 家、8941 家、8607 家和 8123 家，上述 6 市“四

上”法人单位数量占全省的 59.9%。

——“四上”法人单位生产经营运行稳健、持续向好。今年1-10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人均营业收入由 2019年同期的 124.9万

元增至 166.9万元，增加了 42.0万元，增长 33.6%。今年前三季度，全

省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法人单位人均营业收入504.1万元，是2019年

同期的两倍。 张春晓

山东“四上”法人单位
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