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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 12日

星期二地区经济

■ 赵娜 冷丁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创

富源”和“就业源”，四川省崇州市以青

年（大学生）创业园为载体，储备优质项

目，引导广大青年（大学生）提高创业意

识和创新能力，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

业带动发展，为崇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近期，国家统计局成都

调查队走进崇州市青年（大学生）创业

园，走访调研崇州市创业孵化基地带动

企业创新、推动青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

情况，实地了解“众创空间+孵化器+加

速器+产业园”的创业生态体系。

孵化服务质量提高

创业园位于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

内，紧邻崇州市区，总占地 146亩，总建

筑面积达 10万平方米，由创业办公区、

创业公寓、创业研发生产区三大区域构

成。调研组参观了创业园区的办公环

境、会议室、实验室等设施，并与园区管

理方、驻园企业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驻

园企业目前经营状况、发展前景以及创

业园在培育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扶持与

引导大学生创业方面的具体做法。

据介绍，近年来，崇州市青年（大学

生）创业园聚焦崇州市加快建设生态宜

居的现代田园城市典范、着力塑造“明

日之城·翡翠之城”的发展战略，自建立

以来，紧紧围绕崇州市委、市政府关于

创新创业的总体任务要求，着力打造园

区双创工作，通过提供“一站式”管家服

务模式，成功引进了 23个创业实体，其

中包括 12 个大学生群体、10 个退役军

人群体和 7个返乡农民工群体。

园区负责人介绍说，在服务措施上，

创业园以“1+2+3”的孵化模式进行企业

指导，“‘1’是每周 1 次对企业状况、需

求、问题进行记录、研究、解决；‘2’是每

月两次的针对性企业培训，包括财税、法

律、企业运营管理等；‘3’是每年 3次邀

请专家，为企业发展‘开方抓药’。”

新兴产业发展加快

在青创园里，一片叶子，正在绽放

最美的颜色。

青年创业者们从高高的山上摘下

家乡的叶子，改良传统川红的技艺，制

作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地理标志性

特产“枇杷茶”。同时依托“枇杷茶”建

立了“前端挖掘+中端培育+后端孵

化+终端推广”的线上线下服务模式，

经过 5 年的研究培育，成功突破枇杷茶

育苗技术，带动道明竹编、怀远藤编、特

产小吃、旅游、康养、颐养、医养等产业，

逐步完善枇杷茶产业链，盘活了荒山荒

坡和劳动力，促进了农民增收，为打造

区域产业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乡村振兴

产业园打下坚实基础。

从茶园到茶山，满山的绿色终将似

一条绿丝带，将山水田园串联起来，让

农民动起来、富起来。“园区自建立以

来，在创业扶持、创新主体培育和发展

等方面作出很大努力，为更多的青年创

业者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成为培养

青年创业者的摇篮。”一名青年创业者

深有感触地说。

创新创业能力提升

截至 2023 年底，园区已累计入园

项目 240个、出园项目 153个、在孵项目

49个，项目涵盖了电子信息、光机电、新

材料、新能源、高科技农业、咨询培训、

专利代理、软件开发、短视频运营、软件

外包等多个领域，带动了超过 6800人就

业，申请国家专利 735余件，创业企业年

产值近 7800万元。

“下一步，园区计划继续升级孵化

平台，培育更高质量的创业项目，创造

优质就业岗位，并在人才引进、知识产

权保护及运用等领域提供更多支持，以

实现创业带动就业的目标。”园区负责

人介绍说。这些有效做法，将激发引导

企业创新以及广大有志青年尤其是高

校毕业生干事创业的热情，为经济发展

和稳定就业提供强力支撑。伴着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创业园在培养创新

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和带动创业就业方面必将发挥

更大作用。

春来秋往，寒暑交替，国家调查人

深入企业、走进创业园区，深调研、察实

情……持续做好就业民生统计调查，为

助力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贡献

着统计调查力量。

为青年创业插上梦想的翅膀
——四川崇州市青年创业园发展小记

■ 崔雪亭

中小微企业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是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的主力军。近年来，河南省新乡市以“数智赋能+绿色转型”推

动产业提质升级。近期，国家统计局新乡调查队开展的专题调研

结果显示，新乡市 11家省级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先人一步，通过转

型实现了产品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并培养了相关数字化人才，为企

业降本增效、加速实现产业链升级、应对外部竞争压力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增强竞争力是转型的主要动机

调研显示，11家企业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首先是降本增效，占比 90.9%。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企业需要寻

找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方式来提高生产力以应对市场挑战。

其次是政策支持与引导，占比 72.7%。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收

减免、专项资金等政策和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再次是客户需求多样化驱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占比

45.4%。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生产方式、销售模式、供应链协同

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最后，36.4%的受访企业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开拓新市场。

数字化转型主要环节是生产流程

调研的 11家企业在多个环节、领域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生产流

程数字化是制造业企业应用最多的环节，占比 100%；其次是运营管

理数字化，占比 90.9%；研发设计、仓储物流数字化紧随其后，分别占

比 72.7%和 72.7%；采购供应、市场营销、产品服务数字转型占比较

少，分别为 54.5%、54.5%和 54.5%。

如长垣某起重集团、河南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以上 7个环节

均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河南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采购业务使用的

SRM系统实现了从采购订单到货款审批再到产品入库整个流程全

部 IT化，缩短流程的流转时间，且流程可追溯、更清晰，为后续经营

管理带来便捷。

新乡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引进了行业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代替人

工，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人机协作，实现了高效、高质量的制造过程，

并通过对生产现场关键设备集中联网管理、建立在线监测及预警系

统等，大幅提升了生产制造的精确度和产品的稳定性。

数字化应用助力企业转型提质增效

企业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数字化转型模式，以期用较少的成本获

得较大的收益。调研的 11家企业目前均同时运用多种数字化转型

模式，多种模式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取得了复合型效果。工业互联

网、区块链、网络交易是企业应用最多的模式，同时也是易见成效的

转型模式。

如新乡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网

络交易等实行数字化转型后，生产效率提升 30%、运营成本降低

15%、生产周期缩短 17%、能耗降低 10%，成效显著。

河南某彩印股份有限公司在数据的自动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

方面工作量较大，使用云计算服务，精准分析客户需求和反馈、建立

客户画像，提供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服务，提升了客户满意度

和忠诚度。

降本增效、加速产业链升级——

新乡市中小微企业向“数”而兴

■ 朱帅

“以前我们家脐橙销售额仅为 30万

元，在政府的推动下，这几年仓储、物流

等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销路也拓

宽了许多，现在不仅售卖我们自己种的

脐橙，还收购了其他种植户的，光利润

就能有 20多万元了。”赣州脐橙种植户

刘大哥侃侃而谈。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大力发展脐

橙产业，形成了集种植生产、仓储物流、

精深加工于一体的脐橙产业集群，闯出

了一条增收致富好路子，脐橙产业成为

振兴乡村、助农致富的“金色”产业。

政府政策护航，脐橙产业稳

步发展

近些年，赣州聚焦脐橙产业发展，

持续加大资金、政策、技术投入，专门

成立市果业发展中心，重点抓赣南脐

橙 产 业 发 展 工 作 ；积 极 推 进 国 家 脐

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建立

国内最大的脐橙集散交易中心，有效

解决赣南脐橙等农副产品的“卖难买

贵”难题。

赣州通过做大做强脐橙产业，对脐

橙实行柑橘苗木补贴和“西果东送”政

策，调动果农种植积极性，面积、产量持

续增长。推出的首部关于优势特色产

业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赣南脐橙保

护条例》已于今年 1月 1日起施行，让赣

南脐橙未来保护与发展方向更加清

晰。“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橙类种

植 面 积 共 计 192.76 万 亩 ，总 产 量 达

185.25 万吨。”赣州市统计局农业科负

责人介绍道。

产业链条完善，产品附加价

值凸显

赣州通过健全完善品种研究、种苗

供应、技术指导、果品销售、储藏加工等

方面产业链条，支持贮藏、加工、物流设

施建设，扶持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国家

级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为挖掘产品潜力，赣州引进和培育

了一批上下游产品深加工企业，研发生

产脐橙酒、脐橙醋、脐橙汁、脐橙糕、脐

橙酥、脐橙片、脐橙果脯、精油、生物质

颗粒能源、脐橙保健护肤品等脐橙系列

产品并投放市场，提升产业效益，产品

附加值显著增加。

据赣州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

全市赣南脐橙产业相关龙头企业共有

111 家，其中国家级 4 家、省级 36 家、

市级 71 家，成为赣南脐橙的重要消纳

企业。

宣传推广助力，品牌建设成

效显著

近年来，赣州持续加大宣传投入，

主抓市场营销，每年筹集资金在中央电

视台等大型知名媒体作赣南脐橙广告

宣传，举办中国赣州脐橙节，承办国际

脐橙节，创新形式举办赣南脐橙网络博

览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展宣传、推

介、促销等系列活动，提升赣南脐橙的

美誉度、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赣南脐橙”先后获评中国驰名商

标、最具影响力中国农产品百强区域

公用品牌等荣誉。此外，赣州主持制

定《赣南脐橙》《脐橙》两个国家标准，

除大力推广“赣南脐橙”母品牌外，还

不断推陈出新，打造橙皇、维鲜、农夫

山泉 17.5度橙等重点企业品牌，提高产

业整体市场影响力。

2023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

赣南脐橙的品牌价值达到 691.27 亿元，

已连续 9年蝉联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

志产品）水果类榜首。

坚持融合发展，产业振兴助

农增收

“我们村的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合

种植脐橙，乡村振兴工作队大力支持和

帮助农户种植脐橙，村里目前一共有

200 余户农户，其中一半以上的农户种

植了脐橙，每家脐橙销售年纯利润超

3 万元，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提起脐橙收入，赣州市安远县津槎村果

农钟作发难掩内心的喜悦。

近年来，赣州深入实施乡村全面

振兴行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坚持兴果与富民并重、产业建设与

农民增收双赢的融合发展思路，以富

民为最主要目标，充分利用山地资源，

走户办、联户办发展路子，让农民种果

得利。此外，通过积极拓展“脐橙+旅

游”“脐橙+康养”“脐橙+文化”等乡村

发展新业态，培育建设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赣南走出了一条从鲜果销售

到深加工，再到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

子，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促进了

美丽乡村建设。

产业“橙”就致富路 乡村振兴“橙”色足
——赣州推动脐橙产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今年以来，安徽省芜湖市各

口岸单位以“向海而兴、借港出

海”的开放理念，不断推进芜湖港

集装箱运输高质量发展，芜湖口

岸集装箱运量实现高速增长，据

统计，全市前两月累计完成集装

箱运量超16万标箱，同比增长超

45%，增速较 2023 年同期提高近

10 个百分点。图为货轮在泊位

上有序装卸作业。

中新社供图

芜湖口岸集装箱
运量高速增长

特色产业

地区纵横

太湖生态治理试点利用淤泥建水下湿地

本报讯 在太湖梅梁湾羊岐村西侧的湖滨，今年底有望出现一条

长约 1.75公里、宽约 100米的水下湿地带。这是太湖生态治理中的

一项创新举措，既为太湖淤泥找一个去处，减少太湖内源污染，又可

助力湖滨生态修复。这项试点工程已于近日开工，计划于今年年底

前完成。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清理太湖湖底淤泥是减少太湖内源

污染、遏制蓝藻生长的一项重要举措。江苏省无锡市新一轮太湖清

淤工程计划在 2022-2030年期间清理淤泥 3456万立方米。据介绍，

这一水下湿地带滩面高程约 2.5米，处于太湖平均水位 1米以下，可

消纳淤泥固化土 20万立方米，相当于消纳淤泥 40万立方米。水下湿

地带将种植苦草等沉水植物约 18.81万平方米，种植睡莲等浮水植物

约 0.3万平方米，种植芦苇等挺水植物约 0.63万平方米，另外还将投

放鳙鱼等水生动物。

无锡市水利局规划计划与科技数据处负责人莫昊勇说，清理出

来的淤泥看似还堆放在湖里，但是因为是固化后集中堆放，一定时间

内从淤泥中释放出来的营养物质会大幅减少，影响范围也会大幅缩

减，且上面种植有大量水草，可达到减少内源污染的效果。这一创新

举措若试点成功，将会在更大范围推广。 朱国亮

春运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达 74.1 亿元

本报讯 为期 40天的 2024年春运落下帷幕，春运里的海南离岛

免税市场“热辣滚烫”。据海口海关统计，春运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74.1 亿元、购物旅客 93.8 万人次、购物件数

739万件。

各免税商店抢抓春节旅游机遇，推出打折促销、民俗表演、新春

抽奖等一系列活动，有力促进离岛免税节日消费。春运期间，海南离

岛免税日均销售额突破 1.85亿元，人均购物金额 7899元。

海口海关以智慧监管为免税销售保驾护航，发挥集中审单作业

模式优势，安排专人对全岛 12家免税店货品入出库、商品备案等审

核，搭建商品快速通道，保障春节期间免税品及时入出库，供需两旺

带动全岛在售品牌及单品种类不断刷新纪录。

新提货模式助力点燃消费热情。“即购即提”“担保即提”提

货模式落地实施以来，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购物选择，旅客

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自由组合提货方式。春运期间，海口

海关监管全岛“即购即提”提货模式购物金额 8.56 亿元、购物件

数 89.6 万件。 吴茂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