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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提升枢纽城市辐射能级
本报记者 刘 畅

日前，120 吨智利西梅“搭乘”波音 747-8F 全

货机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这是成都口岸首

次进口智利西梅，鑫荣懋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是这批西梅的进口商。“最短 65 个小时！生长在

智利的西梅，从采摘到摆上成都的超市货架，时

效‘保鲜’为我们大批量进口水果提供了信心。”

该公司负责人罗滔说，后续还将通过成都口岸进

口蓝莓等南美水果。

在企业看来，成都口岸为合格鲜活易腐产品

抢“鲜”通关提供了保障，企业可以把时间和心思

投入到生产安排上去，生产效率也提高了。抢

“鲜”、保“快”是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表现之一，

其背后则离不开成都近年来不断加快国际物流

体系和口岸平台建设，提升枢纽城市全球辐射能

级的决心和努力。

航空枢纽设施承载力和资源保障能力进一

步增强。成都拥有“双国际机场”，已形成“两场

一体”运营态势。成都拥有通达全球的国际航空

客货运骨干航线网络，131 条国际（地区）航线覆

盖五大洲。为全力保持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基本

稳定，成都在全国率先推出“客改货”航班解决方

案，基本形成“全货机+客改货+包机”多元化航

空物流服务体系。2022 年，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旅

客吞吐量 3109.3 万人次、居全国城市第一，货邮

吞吐量 61.2 万吨。

国 际 铁 路 港 和 国 际 班 列 通 道 能 力 持 续 提

升。成都获批全国首批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和

全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新冠疫情发

生后，中欧班列（成都）在全国率先恢复常态化运

行，为包括 TCL、沃尔沃等 300 余家本土重点企

业在内的 1.2 万余家企业提供国际铁路货运服

务。2022 年，成都国际班列开行 5064 列，同比增

长 19.2%。

最近，成都青白江海关又创新推出了“铁路

快通”模式，将海关办理手续时间从 1 天至 2 天

缩短到 3 个小时至 5 个小时。“‘铁路快通’模式

已在中老班列成功推出，进出口企业可在火车

还未入境前提前办理手续，火车入境后无需停

留口岸另行申报并办理转关手续，可直接运行

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实现海关监管力

量的全国性集约调度。”青白江海关监管一科副

科长杨杰说。

据 成 都 市 口 岸 与 物 流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柳 树

国介绍，2023 年，成都将持续深化“两场一体”

协同高效运营，力争年内新开通 5 条以上国际

航 线 。 围 绕 制 造 强 市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 市 建

设 需 要 ，稳 定 运 行 既 有 20 条 国 际 货 运 航 线 并

持 续 巩 固 提 能 。 加 密 中 老 、中 越 跨 境 直 达 货

运 班 列 开 行 频 次 ，力 争 全 年 开 行 国 际 班 列

4700 列 以 上 ，保 障 省 市 重 点 企 业 适 铁 跨 境 运

输需求。

设 施 农 业 丰 富 菜 篮 子
一大早，在西藏拉萨市气象局菜市场内，

经营者们正忙着摆放各式新鲜蔬菜：顶花带

刺的黄瓜、饱满红润的西红柿、青绿鲜嫩的西

葫 芦 ⋯⋯ 不 大 的 摊 位 犹 如 一 个 个“ 蔬 菜 博

览园”。

经营者夏杰琼正忙着招呼顾客：“阿妈，这

都是本地产的，您看这黄瓜的花和刺多新鲜

呀，西红柿也都是自然熟、‘沙’软多汁。”

经过一番挑选，76 岁的次珍购买了六七

样蔬菜。“现在，可不像我们年轻那会儿，吃菜

只有萝卜、土豆、白菜。如今，各类蔬菜应有尽

有，特别是近几年本地蔬菜品种越来越丰富，

价格也实惠。”她说。

如今，不论是高原首府拉萨，还是沃野千

里的日喀则，甚至在海拔 4500 米的那曲⋯⋯

一栋栋高效温室大棚拔地而起，各色蔬菜瓜果

在温室内成长。通过推进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建设，西藏各地突破了气候等因素对蔬菜瓜果

种植的制约，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当地百姓“菜

篮子”里的菜品越来越丰盛，“果盘子”中的果

味越来越香甜。

夏杰琼在拉萨从事蔬菜销售已 17 个年

头，她卖菜的经历也反映出拉萨市民消费习惯

的变化。“我刚开始卖菜时，菜大多是外地长途

运上来的，种类也不多。近几年，拉萨本地蔬

菜供应充足、种类丰富、价格稳定，大家也都不

再囤菜了，很多顾客是按家庭一日三餐需求量

购买当天的。”夏杰琼说。

次珍在市场内逛了一圈，她的小推车已被

填得满满当当，最上面一盒草莓的包装显示产

自拉萨市达孜区。

近几年，产自西藏本地的草莓、车厘子、人

参果等水果也受到大家的青睐。来自东北的

小伙儿王文野在拉萨培育种植蔬果六七年。

最初，拥有高级农艺师资质的王文野在西藏为

各地农业产业园区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看好

西藏设施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2019 年他注

册成立了公司，开始在蔬果本地品种培育、种

植、技术推广等领域深耕。

记者见到王文野时，他刚刚完成草莓大棚

的棉帘收卷工作。“目前草莓种了 2 个大棚，有

5 亩多地，还培育了 6 亩草莓苗。你看，这棚草

莓开始大面积熟果了，预计亩产能有 3000 多

斤。除了供应周边市场，节假日还有不少市民

慕名来采摘。”王文野说。

“在高原种蔬菜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产量

也很可观。我们基地西红柿亩产能达到 2.2 万

斤，黄瓜亩产也能达到 1.2 万斤。目前我的攻

关重点是高品质水果的量产。”王文野透露，他

培育的高原草莓新品种计划在明年进行规模

种植，预计亩产将达 5000 斤，经过本地化改良

的草莓品种还能实现夏季挂果。

“西藏光热条件好，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

果糖分积累，口感非常好。我们的目标就是通

过新品种培育、嫁接技术应用和精细化管理，

大力提高高原水果产量，提升本地水果市场占

有率。”王文野说。

这些变化离不开近年来西藏以建设优质

蔬菜供应基地为目标，对发展设施农业的大力

度投入。2018 年，西藏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

地项目中安排优质蔬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资

金 5.75 亿元，分别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

昌都市和阿里地区建设了 19 个蔬菜基地，建

设高效日光温室 120.09 万平方米；2019 年，安

排“菜篮子”工程资金 2000 万元，项目涉及日

喀则市、山南市、那曲市、阿里地区；2020 年，

安 排 800 万 元 用 于 经 济 作 物 高 质 高 效 创 建

工作。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林木介绍，2022 年，西藏设施农业面积达到

6 万亩，比 2012 年增长 34.8%；蔬菜产量达到

93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41.8%。蔬菜品种也

进一步丰富，达到 120 余种。拉萨等主要城

镇淡旺季蔬菜自给率分别约为 65%和 85%。

“近年来，西藏通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城乡

居民拎好了‘菜篮子’，端稳了‘果盘子’，也鼓起

了‘钱袋子’。”林木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我们将落

实好有关部署，充分发挥高效温室大棚作用，

合理安排蔬菜品种种植结构，努力实现品种

多样性和质量产能不断提高，有效提升本地

蔬菜保障供给能力。”

□ 本报记者 贺建明 老字号要应变求变

韩秉志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

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近日，商

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老字号嘉年华”活动的

通知》，围绕节日消费、掌门人直

播、老字号探店三大主题，推出百

余场特色活动，旨在推动老字号

加快创新发展，持续恢复和扩大

消费。

一块老字号招牌，凝聚数代

人心血和智慧。历史悠久的北京

便宜坊从创立至今已经走过 607

年的岁月。从老字号分布行业来

看，食品加工、餐饮住宿、社会服

务等都有老字号的身影。从规模

来看，各地老字号在商贸流通、促

进消费、升级产业、传承文化等方

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老字

号扩至 223 家，并由此形成一批

地标性消费项目。今年春节以

来，北京多处集聚老字号的商圈

处于高人气状态。据北京市发展

改革委统计，春节期间，北京老字

号餐饮订单量增长 69.3%。

在充分肯定老字号传承发展

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

到，老字号的优势在于老品牌、老

技艺及由此带来的好口碑。但老

字号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老”，或由于观念老

化、机制陈旧，或由于受限于传统模式、传统产品。一

些老字号在年轻群体中接受程度不高，难以满足当前

消费升级和时代发展需要。

如今，市场需求正告别“量的满足”，向“质的消费”

和“情感消费”转变。对拥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的

老字号而言，要突破传统、寻求创新并非易事。可喜的

是，许多老字号并没有“倚老卖老”，竭力打造“不老传

说”。比如，继茶味冰淇淋后，北京老字号茶庄吴裕泰

最近推出的文创袋装茶被年轻人追捧；北京稻香村打

造的特色“网红”零号店受到市场欢迎。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扶持老字号品牌发展的

措施不断加力。比如，商务部等 5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的《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从历史文化深

厚、经营管理规范、创新发展能力突出三个方面，释

放老字号创新活力。一系列政策措施传递了推动老

字号创新发展的强烈信号，激发了老字号自我创新

的内生动力。

承载着丰富经济价值和文化技艺的老字号，创

建 不 易 ，创 新 更 难 。 老 字 号 要 讲 好 品 牌 故 事 ，开 辟

产品新赛道，必须积极应变、努力求变，不断超越自

我。随着一系列支持老字号企业的政策不断落地，

相 信 未 来 ，更 多 老 字 号 将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融 入 百 姓

生活，更多眼下耳熟能详的新品牌将沉淀为未来的

老字号。

本版编辑 张 虎 李思隐 美 编 高 妍

西藏珠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博览园工作人员正在展示成熟的黄瓤

西瓜。 本报记者 贺建明摄

日前，江苏省宿迁市苏宿工业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站，一排排光伏发电设备正在运行。近

年来，苏宿工业园区加大企业屋顶光伏发电站的建设力度，发展清洁能源。 陈少帅摄（中经视觉）

西藏本地培育的草莓品种。

本报记者 贺建明摄

位于浙江嘉兴经开区塘汇街道的日新金属（嘉兴）有限
公司在完成兼并重组后，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但企业出现厂
房不足的问题。企业所在的融汇工业社区在了解情况后迅
速行动，一方面对接街道经发中心加快企业新项目拿地进
度，提速土地挂牌前手续办理。另一方面联系区级相关部
门，通过租赁过渡厂房的方式助力企业平稳过渡。

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像服务居民一样服务企
业。在浙江嘉兴经开区塘汇街道，融汇工业社区自 2022 年初
成立以来，就提供一站式党群服务、功能服务和企业服务。
工业社区以网格化、多元化、规范化、特色化、差异化服务为
载体，通过跨部门整合服务资源、拓展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内
容、创新服务方式，逐步成为街道惠民惠企的便捷平台。

融汇工业社区作为以工业企业为主的社区服务阵地，实
行实体化运作，工业社区服务中心总面积 1000 多平方米，包
括服务大厅、企业展示、警城联动等多项功能厅，服务范围则
包括街道 4 个社区内的所有工业生产型企业。同时，工业社
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融汇 167”为服务理念，排定 112 项
服务事项，实现助企服务的“全面、精确、灵敏、高效”。成立
不到一年，社区已主办、承办各类涉企活动 32 场，服务辖区内
企业职工及居民累计 974 人次。

“企业的痛点就是我们服务的着力点。”塘汇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作为企业服务的一种创新方式，街道将不断推进工
业集聚区社区化服务工作，加强企业服务实效，促进企业提
质增效。 （数据来源：浙江嘉兴经开区塘汇街道办事处）

·广告

浙江嘉兴经开区塘汇街道

工业社区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农行提供的智慧畜牧金融服务方案太好了，不仅提供

贷款支持，还帮我搭建了智慧畜牧场景。在手机上就可以随
时了解到每头牛的体温、运动等各项指标，大大提升了养殖
水平。”日前，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瓦屋镇某公司负责人董
先生说。

近日，农业银行平顶山分行向企业成功发放“智慧畜牧
贷”80 万元。这笔贷款运用“活体牛”抵押方式，有效解决了畜
牧经营主体贷款无固定实物抵押的融资难题，率先开启了

“智慧畜牧”新金融服务模式。
平顶山分行结合区域畜牧业发展实际，不断加大助农惠

农支持力度，将推广“智慧畜牧贷”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为破解当地畜禽养殖主体融资难题，分行主动对接相
关部门，深入养殖主体开展市场调查。从担保创新、监管创
新、养殖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寻求突破，采用“活体抵押”融
资新方式，运用“智慧畜牧贷”信贷产品，有效解决了畜牧业
贷款抵押难的问题。

“智慧畜牧贷”是以活体牲畜为抵押物，贷款发放后，通过
智能耳标为每个活畜资产提供数字身份识别码，实现一物一
码、一物一档，使得活畜资产可视、可控，依靠金融科技手段来
实现对活体牲畜监控，较好地解决了监管难的问题。经营主体
也可以利用这个数字场景平台进行管理，提高饲养效率。

下一步，平顶山分行将继续推广“智慧畜牧贷”，不断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充分发挥服务“三农”主力军作用，
为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农行力量。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银行平顶山分行）
·广告

农业银行平顶山分行

“智慧畜牧贷”开启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松下电器（中国）财务有限公司

Panasonic Finance China Co., Ltd.

机构编码：L0083H23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855350

业务范围：（一）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二）办理成员单位贷

款；（三）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

结算与收付；（五）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

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六）银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07 年 03 月 05 日

机构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575 号 9 楼 906-907 室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3 年 02 月 24 日

联系电话：021-38667307

换发事由：业务范围变更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坚持人才强区战略，以加

快产业优化升级为目标，以高技能人才培养为主线，持续加
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引进培育力度，引导和帮助企业招商引
资、培育技能人才，加快建设人才科教新城。

潍坊鼎晟电气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潍城区组织的校企合
作活动，与多家高职、中专院校达成用人合作意向，探索建
立师徒制，实现技能人才的产教融合。同时，在政府的引导
下，企业逐步建立起职业技能等级津贴制度，通过专利激
励、技术入股等手段，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实现了多劳
者多得、技高者多得。2022 年，鼎晟电气荣获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称号，在国内热处
理领域处于先进水平。

在潍坊潍城区军埠口综合项目发展服务中心华晨草莓基
地，满园的果香沁人心脾，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产品主
要供应高端水果超市和定点企业，远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地。基地每年邀请青岛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的专家教授有
针对性地上门服务，手把手教授员工管理技术，培养了一支掌
握草莓种植的专业技术团队。员工一边搞生产，一边做实验，
通过多次优质种苗生产及种植肥水防止病虫、温室管理、栽培
技术及叶面喷施等实验，制定了草莓有机栽培标准化技术规
程，建立起草莓标准化种植新模式。

下一步，潍城区将继续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政策支持、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培育
人才发展沃土，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收获累累产业果实。

（数据来源: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委组织部）
·广告

山东潍坊潍城区

培育技能人才沃土 收获产业发展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