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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红的露营如何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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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好、发挥好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积极性，一方面要激发社会资

本投资活力。对政府来说，要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对资本而言，

要聚焦重点，创新方式方法。另一方面，要规范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对政府

来说，要设置好“红绿灯”。对资本而言，要守住底线，不碰红线。

程 硕作（新华社发）

恶意囤积商标当休矣

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乡村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

合印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2

年）》，明确了鼓励投资的 13 个重点产业和

领域。

从乡村发展角度来看，扩大投资离不

开社会资本。相比工业和城市，农业农村

长期缺乏资金。此前打赢脱贫攻坚战，各

类资金投入超过 12 万亿元，如今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资金需求更多，需要

财政、金融、社会多元投入。社会资本是第

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之一，用好社

会资本既能为农业农村注入资金活水，又

能同步导入人才、技术、管理等现代要素。

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乡村是“蓝海”

和“富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亿万农民

同步迈向现代化，能够释放巨量的消费和

投资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和

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农村可腾挪的空

间 、可 投 资 的 领 域 、可 激 发 的 动 能 都 很

大。资本追求利润、讲究回报，投资农业

农 村 大 有 可 为 ，还 能 享 受 补 贴 或 政 策 优

惠。这是近年来各类企业跨界务农的重

要原因。

可见，能否正确对待、科学引导社会资

本投资农业农村，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

和城乡融合发展大局。为此，要引导好、发

挥好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积极性。

一方面，要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

对政府来说，要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和公共服务。提高重大工程项目参与方

式、运营方式、盈利模式、投资回报等相关

信息透明度和可获得性，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明确社会资本能够享受到的扶

持政策及其前置条件，保持相对稳定的政

策环境，让市场主体形成明确预期，增强投

资信心。要关心其现实需求，帮助解决融

资、用地等痛点难点。

对资本而言，要聚焦重点，创新方式方

法。在农业农村领域，有些事情适合农民

干，有些适合资本干。在产业重点层面，不

能盲目铺摊子，要把目光放在资金和技术

密集型行业，聚焦优势环节，比如智慧农

业、设施农业等。在投入方式上，应发挥市

场化、专业化优势，完善农业全产业链开发

模式、探索农村区域整体开发模式、创新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

另一方面，要规范社会资本投资行为。

对政府来说，要设置好“红绿灯”。在

监管方式上，建立健全监管和风险防范机

制。对社会资本租赁农户承包地要实行上

限控制、分级备案、审查审核、风险保障金

和事中事后监督。尤其是县域，要立足村

庄现有基础，结合乡村实际，引导社会资本

稳妥有序投入，不搞超越发展阶段的大融

资、大开发、大建设。

对资本而言，要守住底线，不碰红线。

依法依规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规范用工、薪

酬、社保等各项事务，提高合同履约能力，

不损害农民权益。遵循耕地红线，不占用

耕地搞非农建设，不“跑马圈地”“圈而不

种”，落实国家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的要求。守住生态红线，不搞大拆大建，更

不能违规围湖造景、砍树挖山，要切实保护

好农村生态环境。

农业是永不衰退的朝阳产业，农村是大

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当务之急是打造一批社

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合作平台，为资本下

乡提供规划、信息、融资、土地、运营等一揽子

服务，实现控风

险、降成本、提

效率。社会资

本自身也要注

重合作共赢，把

产业收益更多

留在乡村，把就

业岗位更多留

给农民，带动农

村同步发展、农

民同步进步。

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
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家知识产
权局在审查程序中驳回恶意囤积
商标 1.22万件，驳回恶意抢注商标
1628件。恶意囤积商标，意在以商
标牟利，攫取或不正当利用他人市
场声誉，这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还影响到企业自身商标知名度
培育，危害商标注册和使用秩序。
对此，须多措并举，既织密织牢相
关法律法规网络，提高商标申报门
槛，还要使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
商标申请行为的辨识度，建立恶意
注册嫌疑人名单数据库，提高执法
效率，积极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

（时 锋）

“五一”小长假在即，露营产品的预

订持续走俏。近两年，露营是旅游市场

的当红产品，从各个节假日、各地露营产

品的热销，到我国露营企业、营地数量的

攀升，以及露营装备销量的增长，都可以

佐证露营高昂的人气与不小的潜力。

露营的走红在情理之中，因其满足

了人们的多重需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不便远游时，可以便捷前往一些城市

周边的营地；远离喧嚣、拥抱自然，避免

人流在室内扎堆聚集等特点，满足了人

们对出游安全的考量；玩法新鲜，老少咸

宜的体验感，既能实现举家出游、共享亲

子之乐，又适合年轻人把酒言欢，在社交

网络上充分展现自我，获得大量“粉丝”。

不少业内人士视露营为休闲度假经

济的新风口。不过，从现实情况看，我国

露营市场整体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发

展速度与市场需求还有较大差距。最直

观的区别体现在营地建设上。受到土地

供给不足，营地投资、运营成本较高等影

响，我国营地的数量与露营市场的发展

不够匹配。此外，企业经营方面的差距

也很显著，大量市场主体和资本涌入这

条新赛道，但入局者经营水平参差不齐，营地建设需要通盘考虑水

电、交通、周围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同时露营对人身、消防、食品等

安全问题又有很高要求，管理环节的疏漏还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

后果。走红的露营想要“长红”，要稳扎稳打、从长计议。

一方面，相关部门除了加快出台推动露营基础设施建设等鼓励

政策外，还需抓紧编制完善相关行业标准，以此引导营地提高设施和

服务水平，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经营者应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坚守安

全底线、提高服务品质，精心培育市场；千篇一律的营地容易产生审

美疲劳，经营者若努力挖掘营地特色，宜山则山、宜水则水，让消费者

在场景、活动中感受露营文化的魅力，或许会让更多的人爱上露营。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出境、跨省

旅游，但也加速催生了许多更新更细的市场需求。除了露营，有的

人喜欢在节假日期间，用“宅酒店”的方式犒劳自己和家人，从而带

火了不少电竞酒店与亲子酒店；有的人希望到城市周边感受田园

之乐，导致各具特色的乡村民宿一房难求；有的人想让孩子近距离

感受城市的人文情怀，致使寓教于乐的研学游热度迅速攀升。

总而言之，在旅游过程中，消费者希望体验更多更新鲜的玩

法，既满足日益丰富的兴趣爱好，也能“游”得更有深度、更专业。

旅游产品从单一的观光式风格向沉浸式、体验感、参与性等多元化

发展加速转变，是大势所趋。如果经营者们能从消费视角重新审

视旅游产品开发，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精细设计产品细节、精心提

高管理服务，或许能觅得更多新生机。

走红的露营想要“长红”，要

稳扎稳打、从长计议。相关部门

需抓紧编制完善相关行业标准，

经营者应坚守安全底线、提高服

务品质，精心培育市场。

2022 年 4 月 24 日，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广

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中医药 10 条”）。

作 为 全 国 率 先 出 台 的 国 家 开 发 区 中

医 药 产 业 专 项 扶 持 政 策 ，“ 中 医 药 10 条 ”

重点在推动中医药领域人才高地建设、搭

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打造“黄埔杏林”创

新 谷 、鼓 励 中 医 药 成 果 产 业 化 、推 进 生 物

医药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建设中医药智能

装备创新高地、鼓励基金投资等方面提出

多 个 国 内 创 新 、全 国 领 先 的 突 破 性 政 策 ，

集聚全球高端中医药资源，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

近年来，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

区一直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并将中医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发展。

目前，黄埔区获批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中药生

产企业有 21 家，中药批准文号超过 450 件，

占广州市总数的三分之一；全区中医药产业

营业收入超 100 亿元。伴随“中医药 10 条”

出台，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形成

了多维度、系统化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供给

体系，将进一步助力本区创建生物医药政策

创新试验区，打造更优产业生态。

筑巢引凤：

吸引中医药高端人才汇集黄埔

“中医药 10 条”具有精准化、专业化、系

统化的特点，精准“把脉”中医药发展，争取

政策先行先试，全方位营造优质中医药创新

环境。

吸 引 人 才 精 准 化 是 政 策 的 一 大 亮 点 。

国内率先提出了中医药领域五类特色人才

分类支持政策，从国医大师、岐黄学者到中

医药交叉学科领军人才，单个团队资助金额

最高 1500 万元，吸引各类中医药领域高端人

才汇集，特别是中医药交叉融合复合型创新

人才到黄埔创新创业，带领团队在本区企业

或研究机构进行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为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的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提

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同时，“中医药 10 条”还鼓励高层次人才

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开展传承创新交流活

动，在全国打造“黄埔岐黄汇”中医药传承交

流平台。鼓励开展国医大师、全国名老中医

学术传承交流、工作室传承收徒等传承活

动，鼓励承办国际国内、粤港澳大湾区中医

药传承创新论坛、专业研讨会等各类国家水

平中医药高端会议或论坛落地黄埔区，按实

际举办费用 30%给予支持，每个活动最高补

助 100 万元。

产业协同：

鼓励医工交叉发展

率先在国内打造“黄埔杏林”创新谷，

是“ 中 医 药 10 条 ”提 出 的 一 个 重 要 举 措 。

政策鼓励医工交叉发展，对建设医工结合

实验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的，经

认 定 ，按 其 设 备 购 置 费 等 建 设 经 费 的 30%

给 予 支 持 ，每 个 平 台 最 高 补 助 1000 万 元 ；

经认定，对特别重大的国家实验室，按实际

投 入 建 设 经 费 的 50%给 予 扶 持 ，每 个 最 高

补助 5000 万元。

此外，“中医药 10 条”率先在国内打开中

医药产业要素聚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的政策通道，在全国打造“黄埔岐黄汇”中医

药传承交流平台，大力支持中医药成果产业

化、中医药成果技术交易，支持建设互联网

医院，吸引投资基金，形成政、产、学、研、金、

用的政策合力，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服务链”深度融合。

随着“中医药 10 条”发布，黄埔中医药事

业迎来新的机遇期。接下来，黄埔区将重点

打造两个区级中医重点专科，筛选一批中医

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并推广运用；逐步

完善中西医结合救治工作机制和中

西医联合会诊制度，推动中医药深度

介入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医疗救治；制定一批针对

重点人群和慢性病患者的中医治未

病干预方案，强化中医药在疾病预防

中的作用。

先行先试：

开辟生物医药申报“绿色快车道”

“中医药 10 条”还提出，推进生

物医药先行先试改革创新。2020 年

8 月，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广东省相

关 部 门 签 署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在 全 国

率 先 创 建“ 省 区 共 同 推 进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新 模 式 。 在 省 区 合 作 背

景 下 ，双 方 共 同 推 进 药 品 审 评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省 里 将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前

移 和 下 沉 ，大 大 缩 短 企 业 等 候 检 查 的 时

间。如，通过共建法定检验检测机构技术

支撑平台，让企业“足不出区”就享受到省

级法定药品检验机构的优质服务，提供包

括中药活性成分分析、质量标准研究、安全

性研究等服务项目，切实解决企业长期面

临的法定检验送检距离远、时间长问题。

此 外 ，黄 埔 区 还 设 立 新 药 申 报 服 务 中

心，为企业新药申报、许可验收、符合性检

查 等 业 务 提 供 专 业 的 全 周 期“ 一 站 式 ”服

务 ，构 建 生 物 医 药 申 报 服 务 的“ 绿 色 快 车

道 ”。 鼓 励 医 疗 机 构 与 生 产 企 业 合 作 ，将

疗 效 好 、安 全 性 高 、受 群 众 欢 迎 的 医 疗 机

构 中 药 制 剂 开 发 成 中 药 新 药 。 支 持 中 医

医疗器械产品创新研发，建设中医药智能

装备创新审批高地，引导更多人才和创新

成果落地黄埔区。

目前，黄埔区集聚了香雪制药、一品红、

白云山中一药业等一批中医药细分领域的

龙头企业，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取得一系列成果。

奇绩医药的“金蓉颗粒”是

典 型 的 院 内 制 剂 成 果 转

化，获得近年来本区企业

首张中药新药证书；香雪

制药的抗病毒口服液是全

国率先应用“中药指纹图

谱技术”进行质量控制的

中药口服制剂；白云山中

一药业的消渴丸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随着政策出台，黄埔区将大力打造“黄

埔杏林”创新谷，联合港澳等地区共同建设

临床研究型中医院、新黄埔中医药联合创新

研究院，建设现代中药中试和成果转化基

地、中药交易平台，优化区域中医药产业结

构，加速促进区域中医药产业集聚发展，争

创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中医药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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