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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软件产业异军突起
本报记者 刘 成

吸引工业资本回流反哺农村，建设科
创走廊激活乡村，乡村振兴的道路千万
条，但能否依靠农民发展农业振兴农村？
上海金山区廊下镇联合沪浙毗邻的浙江省
平湖市广陈镇、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浙
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以及上海市金山区张堰
镇组团发展，走出了一条长三角“田园五
镇”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内源增长、以农业
振兴农村的道路。

以点串线——
小蘑菇带动大产业

上海市民喜欢吃蘑菇。数据显示，上
海每天消费近200吨蘑菇，但地产只有
30吨，其中有25吨来自上海金山廊下联
中食用菌合作社。每天早晨，新鲜采摘的
联中蘑菇通过超市、电商到达上海市民的
餐桌。

从 2014 年开始，联中合作社投入
5000万元引进荷兰周年化工厂化生产线，
改变传统种菇方式、改良蘑菇发酵方法、
改善菇农作业条件，变传统一年一季种植
采收周期为月月种、天天采，一茬接着一
茬，365天无休。种蘑菇的“蘑王”陈林
根是浙江人，他从上海收购蘑菇的原料稻
草秸秆，3吨秸秆加2吨鸡粪就可以生产1
吨蘑菇，“抢手”的蘑菇下脚料又被很多浙
江和江苏农民看中买回家作为有机肥还
田。30亩种植面积，30位采蘑菇工人，实
现了亩均200万元产值的好收成。相比工
业项目的亩均产值，陈林根的蘑菇表现一
点不逊色。

眼下，陈林根又研究出蘑菇堆料三次
发酵技术，周边农民只要用他的三次发酵

料，天天就等着采蘑菇。廊下和毗邻镇吕
巷的农民都慕名而来，他毫无保留地“倾
囊相授”。凭借一部手机，陈林根随时随地
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手指一点，“结对”农
民菇房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尽在
掌握。廊下镇山塘村村民陈明云是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去年在政府的资金扶持和陈
林根的技术支持下，诞生了“投入500万
元，产出500万元，净收入50万元”的

“三五牌”致富模式。随后沈继业、金建林
等一批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也孕育而生。

如今，作为上海食用菌行业带头人，
陈林根还拥有了双胞蘑菇标准制定话语
权。小小蘑菇不仅成就了农民致富的大产
业，而且随着食用菌新品种落地，廊下镇
蘑菇特色小镇的雅号也越发名副其实。

以线带面——
联村公司解难题

作为“纯农地区”，要发展现代农业，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是先决条件。

上海金山廊下镇在破解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难题上，不断地尝试和创新。早在
2011年1月份廊下镇集体资产以及12个村
共同投资600万元成立了上海廊下联村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投资驯化温室，每
年约有32万元租金收入。在随后的2014
年，廊下镇又成立了上海廊联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由10个经济薄弱村一起出资，加
上帮扶资金，购入了金山工商联大厦17间
房，约7000平方米，用于出租。每年每个
村的经济合作社可以拿到60万元租金收
入，合作社再分发给每位社员。

今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再次升

级，廊下12个行政村的经济合作社投入
8000多万元，整合其他帮扶资金，在工业
园区建造54333平方米工业厂房，用于中
央厨房食品加工企业的招租，继续以每年
不低于 6%的收益按投资比例回报每个
村。标准厂房建成投入使用后，按照食品
制造业产出水平，投产3年后产值在6亿
元左右，税收贡献3000万元左右，预计
12 个村今后年均可获得总收益 1200 万
元。农民有赚头，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盼
头，在廊下看得见摸得着，既实实在在又
真真切切。

以面连片——
“田园五镇”共发展

廊下和毗邻的广陈、吕巷、新仓、张
堰五镇的总面积 255平方公里，地缘相
近、人文相亲、产业相融，在乡村振兴的
大形势下，地处长三角绿核的五镇因势利
导，顺势而为走上了抱团发展的金路子。
2019年3月份，“田园五镇”被写入了长
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文件，包括“明月山
塘、长三角农民丰收节、沪浙跨省马拉
松、乡村振兴农创学院”等涉及五大振
兴、总投资逾56亿元的20个项目一一落
锤，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
力。“田园五镇”以党建引领，通过党建联
心、文化联姻、发展联动、民生联建、平
安联防、人才联育的“六联”合作机制，
将红色基因植入绿色发展，精心打造一条
毗邻党建示范带和绿色生态走廊，共同将
毗邻地区协同发展的“盆景”逐步转化成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亮丽“风景”。

“明月山塘”项目是“田园五镇”建设的

一个典型案例。粉墙黛瓦观音兜，一桥沪浙
两山塘。上海廊下镇山塘村毗邻浙江广陈
镇山塘村，由一座百年古桥相连接，位居“田
园五镇”的“棋眼”位置。两个小镇名气虽
小，经过“明月山塘”项目改造后，却惊艳了
时光。这里没有大城市的焦虑和烦躁，安然
静谧、古朴低调、秀美如诗，将现有的历史碎
片整合起来，融入民俗、非遗、美食文化等成
熟产业，建设了灯光工程，打造山塘河滨景
观带，造就一幅古色古香、灯光璀璨的美好
画卷，在保留原有村民市井文化的基础上，
打造成为集休闲观光、旅游商贸为一体的历
史文化商业街区，声名鹊起于沪浙两地。去
年累计接待游客约37万人次，旅游经营总
收入2000多万元，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
游景区。

有了人气、富了村民。江南莲湘、涵
七、听风塘……近年来，一批特色民宿和
餐饮小旅馆等在山塘村次第开门迎客，让
原本入夜后沉静如水的农村也感受到了

“田园夜经济”的魅力。如今，山塘村村民
陈吉林正在改造自家的宅基房，预计于8
月份农家乐开门营业。他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原本空闲的房子，预计今后餐费房费
收入一年可以达到12万元。同时，由涵亨
文化传媒公司投资打造的青檐版画民宿也
于5月18日试营业，一共14间房以版画艺
术为风格装饰布置，入住民宿仿佛置身
画里。

长三角“田园五镇”一体化协同发展
战略以廊下郊野公园为核心，一二三产联
合发展，田园变公园、劳动变运动、农房
变客房，五镇走出了一条“花园式、组团
式，政府带动，以绿生金”为内涵的生态
G5发展之路，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
山银山做得更大。

上海金山廊下镇联合沪浙毗邻村镇组团发展——

长三角“田园五镇”联手振兴乡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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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西瓜节亮点多
本报记者 李佳霖

5月底，伴随着第32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开锣，大兴区都市
休闲农业发展亮点纷呈，推出了“云旅游”、线上全景直播别样的
西瓜节。

随着北京“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实施，大兴区的都市休闲
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大兴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农业和文旅业在大兴是一种
相互依托和相互成就的关系，农业发展好了，旅游业发展的空间
就更大。反过来，旅游业又促进了农业发展。

“北京大兴西瓜节”已成为大兴的名片，“大兴西瓜”也成为
了知名品牌。据大兴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兴区西
瓜播种面积近3万亩，产量8万吨。近几年，大兴区引进、试验
示范西瓜新品种80余个，去年在北京农科院蔬菜研究中心、中
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技术支持下，具有早熟、耐裂、高糖、丰
产、瓜味浓、色彩新奇等特点的新品种试验成功，并优中选优将
其中4种冠名为独具大兴特色的世同京美、凤春京嘉、老宋京彩
和乐平兴彩1号。

在5月28日上午举办的第32届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经过
角逐，产生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小型西瓜综合组、甜瓜综合组、新
品种奖等5个奖项43名获奖瓜农。大兴以瓜为媒全域联动，连
续13个小时在快手平台全景直播，这是大兴区首次以直播形式
全方位立体展示西瓜盛会。

除了线上的热闹，线下活动也亮点纷呈。在西瓜节期间，大
兴牵头开展了“甜蜜送瓜之旅”，把最甜最好的西瓜摘下，送到进
京检查站、企业生产线、疾控中心，送到仍然坚守在社区，为抗击
疫情、复工复产、为大兴发展作出贡献的劳动者手中。

目前，大兴西瓜产业链已延伸到内蒙古正镶白旗。2019
年，以北京庞安路西瓜专业合作社为首的6家企业积极响应大
兴区对口帮扶号召，在当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积极传授
西瓜种植技术，通过土地租赁、劳务用工、消费扶贫等方式带动
建档立卡贫困户110户、237人实现增收。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青岛容商天下网络有限公司近年来发
展迅速。这家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工业
互联网解决方案的软件企业，最大的特点就
是能够综合运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充分赋能
制造企业现有的软件和硬件系统，循序渐进
实行智能化改造。同时，由其开发的C2P
工业云平台，被工信部评定为“工业互联网
APP优秀解决方案”，目前客户已达5000
多家。

容商天下顺势发展是青岛市软件产业
迅速崛起的缩影。近年来，青岛市软件产
业异军突起。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
授予青岛市“中国软件特色名城”称号。

布局产业集群

“青岛目前已形成了‘东园西谷北城’
的产业集聚，集聚了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企业1800余家，青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示范基地获评全国4个五星级软件示范
基地之一，4个园区获批省级软件产业园
区。”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青岛还有63个软件产品获得中国、

省、市优秀软件产品，5家企业入选中国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67家
企业获得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评估，
33家企业获得信息技术服务标准评估。全
市软件产业从业人员规模达到26.9万人，
拥有软件高层次专家学者137人。

“青岛市领军软件企业，崂山区占据了
一半。近年来，我们积极聚焦核心产业链
条、布局产业集群架构，吸引了国内外闻
名的中科曙光、微软人工智能及虚拟现实
公共服务平台、亿联客、雷神、东软、大
唐半导体等450多家企业落户青岛国际创
新园。”崂山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园区已构成智慧产业、智能制
造、虚拟现实、微电子、人工智能等高端
软件产业集群。

“软件产业集聚产生了强大的聚合效
应，并将大幅提升青岛传统制造业和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青岛光谷软件园高
级副总经理尤攀介绍说，作为西海岸新区
核心的软件产业集聚载体，青岛光谷软件
园已累计入驻AI头部企业科大讯飞山东总
部、主板上市企业山东矿机集团工业软件
及系统集成研发总部、国内海底探测软件
领军企业地球软件等企业800多家，这些
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集聚，为传统产业
融合创新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比如入园
企业山东矿机集团研发总部与山东科技大

学等多家研发机构合作，开发出国内领先
的井下煤炭综采智能化控制系统，通过软
件集成应用及全流程工业数据采集、挖
掘、沉淀和分析应用，颠覆性提升了传统
矿机设备的安全性、智能化、数字化和高
效化，原来需要800个焊工，现在只需要
3个人即可控制，目前已在国内主流煤炭
企业规模化应用，推动了我国煤炭产业大
踏步实现数字化升级。”

赋能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是青岛软件产业最大的特
色优势，目前已形成了一批面向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互联网工业平台的工业
APP和解决方案，为智能制造产业赋能赋
值赋智。”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
人说，青岛已累计认定8个互联网工业平
台、33个智能（互联）工厂、81个数字化
车间和 236 个自动化生产线项目。3 个
APP获评2018年全国工业互联网APP优
秀解决方案，5个项目中标国家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工程，多个国家级平台落户青
岛。全市包括工业软件、云服务、装备自
动控制产品等在内的工业互联网相关收入
达到 800 多亿元，占全部软件收入的
39%，走在全国领先行列。

“工业互联网是我们迅速做大的‘沃

土’，公司目前累计帮助近400家中小企业
实现了智能化改造。”容商天下公司副总裁
徐延政对记者说，他们面对的客户主要是
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不可能停产、花大钱
开展智能化改造，这倒逼容商天下摸索出
了一套充分利用企业已有的软硬件，在不
停产情况下开展静默式改造的模式。

在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践中，青岛还涌
现出了像海尔COSMOPlat这样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海尔COSMO-
Plat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规模定制解
决方案平台，吸引了3.3亿用户在平台上注
册，为4.3万家企业提供了增值服务。

“COSMOPlat 平台就是一个生态系
统，它集成了全球数千家企业的各种设备，
凡是能为企业提供服务的，都可以进入这个
平台，所有设备的链接就要靠我们的软件。”
海尔集团旗下青岛鹏海软件有限公司总经
理翟伟伟告诉记者说，为把这些硬件完美集
成，鹏海软件先后开发了生产制造执行系
统、仓储物流管理系统、数据采集系统、质量
过程控制系统、设备资产管理系统、能源管
理系统、工业大数据云平台等多个工业软件
系统，获得了50多项发明专利。“目前，海尔
COSMOPlat已经孕育出建陶、服装等15
类行业生态子平台，并在20多个国家推
广。随着子平台越来越多，我们的软件产
业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记者梁婧 刘存瑞报道：为进一步实施人才强省
战略，山西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新出台的《山
西省建设人才强省 优化创新生态的若干举措》实施解读并答
记者问。

山西省委人才办主任丁耀武表示，山西人才新政策“12条”
共分6个方面，从着力点看，既着眼人才培养、引进、评价、流动、
激励、服务六个环节，也考虑了人才关心的工作、事业、生活、人
文四大环境；从适用性看，既有针对高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等
事业单位的，也有针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各类新型研发机
构的；从创新度看，既有对原有人才政策的优化细化实化，也有
很多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创新突破。

据了解，山西人才新政策实行人才工作专项述职，开展人才
工作专项考核，以项目引进急需紧缺人才，精准支持高层次人才
及团队，提高国有企业人才薪酬，大力支持企业引才聚才。同
时，此次新政策给予本土优秀人才最强激励。继续大力实施山
西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将其他引进培育类的计划纳入

“三晋英才支持计划”统筹实施，开展“百名高端领军人才引领行
动”“千名拔尖骨干人才支持行动”和“万名青年创新人才培育行
动”。人才培训类项目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不再列为省
级人才计划；建立成果奖励、项目奖励、特殊津贴相结合的优秀
人才支持激励体系。为全力打造人才服务保障最优环境，山西
将组建人才服务机构，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一对一”优质、高效、
全面、精准服务，并解决配偶安置、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问题。

全力营造最优环境

山西出台12条人才新政策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日前，深圳福田区举办“幸福福
田·创业福地——2020年‘新政策·新空间·新服务’云推介大
会”直播活动，通过“AR技术+云直播”全网发布2020年“1+9+
N”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推出“百万平方米空间”招商大礼
包，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智能化企业服务新模式，加快构建“规
划+政策+资源+服务+智能”的地方经济治理体系。这是福田
区打造“新基建、新消费、新制造、新科技”，形成发展新优势的重
要举措。

继推出“福企11条”和“福企新10条”后，福田宣布推出
2020年“1+9+N”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安排资金20亿元。

“1+9+N”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共23项措施、236个条款、243
个支持项目。其中，“1”是指产业资金管理办法；“9”是指招商
引资、总部经济、金融业、先进制造业、商业、企业上市、高端服务
业、科技创新、文化旅游体育产业等领域；“N”是指支持商协会、
建筑装饰设计、时尚产业、供应链产业、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区块链、金融科技等14项措施。

产业政策首先突出“优质发展”，着眼企业升级发展需要，积
极利用产业政策帮助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对总部经济、金融
业、高端服务业等领域的企业给予经营增长支持最高达300万
元。其次，聚焦企业租金贵、融资难等问题，明确提出减租、贴息
等政策。第三是突出“双区战略”，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
行示范区建设，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建设总部之都、金融
高地、创新福地、时尚福田。第四是突出“人才支撑”，根据企业
发展生命周期特点，设置人才支持项目，强化人才引进、人才创
业、人才成长等多项举措。对高层次人才、国高企业人才、设立
海外机构，最高支持150万元。

推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深圳福田送惠企“大餐”
上海金山区廊下镇生态田园建设呈现一派蓬勃生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