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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临 高 做 精 金 色 产 业
本报记者 王 伟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林春宏

文澜江畔，海南省临高县波莲镇冰廉村

美龙农场柚子种植基地里阵阵清香沁人心

脾，一望无际的柚树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连绵不断的凤梨种植基地，处处是果农们忙

碌的身影。

近年来，临高立足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农业

全产业链建设，加快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先后涌现出“金柚子”“金凤梨”“金鲳

鱼”农产品品牌，并推动精深加工、物流、营

销等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走出了一条全

新的农业致富路。

产销融合

“我们美龙农场种植的红心蜜柚果大皮

薄，多汁清甜，富含微量元素，深受市场欢

迎。”临高县柚子协会副秘书长、海南裕禾实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宏伟说。

临高田洋连片、水网纵横、土壤肥沃，具

备发展热带水果产业的天然优势，盛产蜜柚、

凤梨、香蕉、莲雾、百香果等 10 余种热带优质

水果。2023 年，全县热带水果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亩，产值突破 15 亿元，蜜柚、凤梨种植面

积分别达到 2.1 万亩、3.3 万亩。其中，柚子种

植规模 50 亩以上基地 30 个，500 亩以上基地

12个，临高已成为海南柚子的主产区。

临高县波莲镇党委书记吕蒜女介绍，近

年来波莲镇大力推广和发展柚子产业，目前

全镇蜜柚种植面积达 1.2 万亩，占全省蜜柚

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2023 年全镇蜜柚年

产量约 4800 万斤，年产值逾 1.4 亿元。下一

步，波莲镇将以创建柚子县级产业园为契

机，把蜜柚种植作为波莲镇“一镇一品”主导

产业，壮大柚子产业种植规模，探索蜜柚三

产融合新业态，加快特色高效农业规模化、

优质化、生态化、品牌化发展。

近年来，临高县柚子产业呈现出蓬勃发

展的态势。“2023 年，全县种植邬柚、葡萄柚、

三红柚、水晶柚等多个柚子品种，总产量达

到 3.44 万吨，产值高达 3 亿元。”临高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王赵未介绍，临高成立了县柚子

协会规划建设波莲柚子县级产业园，推动蜜

柚产业链延伸，不断提升“临高红心蜜柚”品

质，增强市场竞争力，持续擦亮临高柚子品

牌，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创建基地

眼下正值凤梨成熟收获季，临高县皇桐

镇美香村美巢热带水果（凤梨）种植基地，连

片坡地上的凤梨个大饱满、长势喜人。村民

们正忙着采摘、装筐、搬运，满载着凤梨的

“购物车”一趟趟驶离基地，再由海南天地人

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基地分拣

发往岛外。

临高县皇桐镇党委书记陈圣灵介绍，皇

桐镇立足“一镇一业”，将凤梨种植产业作

为 该镇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持续推广。

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种植发展模式，

指导合作社整合闲置土地资源种植凤梨，预

计 2024 年产量可达 370 万斤。

临高通过推动热带高效农业规模化、集

约化、标准化、品牌化、智能化发展，坚持把

提升热带高效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放在首

位。“我们全面深入推广优质农作物品种和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建立专门的种苗繁育

基地，以确保农业生产的源头供应。”王赵

未说。

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和信息化管理，带

动了临高县农产品品牌发展。目前，临高有

全域型农产品公用品牌 1 个，单一型农产品

公用品牌 13 个，持续打造以“五光十色”产业

为核心的品牌农业，打造了“临妹高哥”IP 形

象，编制并发布了《临高农业公用标识使用

规范》，从而将标识的颜色、大小、使用方法

等规范化、标准化，并出台了配套的公用标

识管理办法，对公用品牌授权主体的准入条

件设定门槛，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授权使用

“临高田品”公用品牌。

临高县“金鲳鱼”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

产业历经 19 年不断发展，如今形成了规模化

的生产基地，全县拥有大型深海抗风浪网箱

近 1000 口，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是亚洲最大

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基地和全国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示范基地，形成了“金鲳鱼”品牌

基地。

完善体系

“临高是农业大县，却不是农业强县，因

为临高的农业生产基础配套薄弱、生产经营

方式落后，特别是缺少富有本土特色和具有

品牌效应的拳头产品。”临高县委书记唐守

兵坦言。

为此，临高发力产业振兴，做足“季节

差、名特优、绿色有机”文章，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要效益。从重生产到重市场，再到

做强农业特色全产业链，观念转变带来的是

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临高构建完善的贸易体系，实现三产融

合，打造一流全产业链。在打造好优质生产

基地的同时，做强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

以标准化示范园为依托，引进智慧产业，建

设集数字化的农产品加工、仓储、批发零售、

展示展销、物流配送于一体的综合交易中

心，利用海南自贸港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政策

优势，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拓宽销售

渠道。

如今，临高农业发展正在经历从抓生产

到抓链条、从抓产品到抓产业、从抓环节到

抓体系的转变。

科技为养老服务赋能

唐一路

近 日 ， 上 海 市 民 政

局、上海市卫健委、上海

市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出台

《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养

老机构医养结合发展的若

干措施》，提出要强化科

技为养老赋能。目前，上

海不断推进智慧医养，推

动不同养老场景下老年人

的健康和养老信息合理利

用，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

便利，一系列举措让人工

智能赋能养老成为可能。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

程度加深，养老问题已经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已难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龄化

需 求 ， 尤 其 是 在 服 务 效

率、个性化关怀以及医疗

资源的整合利用等方面存

在诸多难点。在这一背景

下，AI 技术的崛起为养老

产业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机遇。然而，要让 AI 真正为

养老赋能，不仅需要技术上的突破，更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拓展应用场景，以确保科技与养老服务深

度融合。

首先，探索利用 AI 技术解决养老服务中的个性

化需求问题。通过智能感知和数据融合，AI 系统能够

采集获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多方面数

据，并通过数据分析形成面向个性化需求的精准服务

方 案 。 其 次 ， 探 索 利 用 AI 技 术 优 化 养 老 资 源 的 配

置 。 例 如 ， 通 过 AI 系 统 对 养 老 机 构 的 床 位 使 用 情

况、服务人员的工作状态等进行实时监控和调度，可

以确保养老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提高服务效率。最

后，探索利用 AI 技术提升养老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借助 AI 技术，可以开发出各种智能适老化产品，如

智能交互设备、物联感知设备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加

便捷、舒适的服务体验。同时，AI 技术还可以应用在

健康监测、疾病预警等方面，通过实时监测老年人的

生理指标，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进行预警处理，保障

老年人的生命安全。

通过引入 AI 技术，上海成功打造了一批智慧养

老院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精准的养老服务。这也表明，在科技赋能的前

提下，解决养老问题应整合多方资源，政府相关部门

需要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制定更加优惠的政

策措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养老产业。同时，加

强监管和指导，确保养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相关科

技企业应积极投身养老产业发展，利用自身的技术和

资源优势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各类

社会组织也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积极参与养老

服务工作，通过组织志愿者活动、开展公益项目等方

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关爱和帮助。

只有让科技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才能让老年人

获得更加便捷、高效、精准的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安的美好愿景。

北 京 丰 台 竞 速 低 空 经 济
物流运输、文旅观光、植保巡检、消防救

援⋯⋯越来越多场景在低空空域应用，创新

资源和要素不断涌向这条新赛道。近日，北京

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联盟在丰台区成立。

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达

5059.5 亿元，增速高达 33.8%。5 月 15 日，由

丰台区政府发起的北京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联

盟宣告成立并落地丰台，将致力于聚集产业

上下游资源，突破低空经济领域关键核心技

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标准体系建设，

促进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化、安全化、高质量化

发展。

据了解，北京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联盟聚焦

低空空管、飞行器研制、运营服务三大产业板

块，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平台。该联盟结

合丰台区在轨道交通、航天等领域积累的面向

线网级的数字化平台、数据闭环、人工智能、智

能感知等核心技术，布局建设市级“低空空域

调 度 指 挥 系 统 和 安 全 保 障 重 点 实 验 室（中

心）”，成立若干独立研究团队，开展产业关键

技术的协同创新，力争在 1 年内形成 1 个至 2 个

成熟稳定、安全可靠、运转高效的低空指挥调

度系统。

“对丰台区来说，发展低空经济是顺势而

为，更是厚积薄发。”丰台区委常委、副区长崔

旭龙介绍，丰台区聚集了 115 家低空经济重点

企业和 110 家外围关联企业，分布在低空制

造、低空保障、低空飞行和综合服务等产业链

环节，形成了低空经济的初步产业生态。其

中，涉及无人机、低空防御系统、高精度导航、

雷达、通信装备等领域核心企业有 16 家，产值

规模近 400 亿元。

围绕低空经济，丰台正在酝酿更多创新成

果。例如，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鸢飞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发布了数字化

低空交通管理系统。中国通号、交控科技正在

推动成立低空管控研究中心，着力开发集“空

中高德”“空中信号灯”“空中安全控制”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低空管控平台。

“我们正以‘低空高德’为定位，以技术创

新为核心，会同行业及跨行业合作伙伴，加快

拓展低空经济智慧应用的生态体系，在低空

智联网、数字低空、低空新基建等方面推动低

空经济发展。”鸢飞科技副总裁周震博告诉

记者。

在飞行器研制领域，丰台区内的航天一

院、航天三院在无人机结构、设计、动力系统及

制造工艺等方面已达到世界级水平；航天十一

院生产的民用长航时固定翼无人机保有量居

全国首位，其彩虹系列无人机产品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在低空飞行器、数字起降场、地面配

套服务系统和设备、低空监管系统和反制设备

等领域，丰台区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未来将

着力推动关键部件生产和核心技术研发，尽快

形成规模效应。

同时，丰台区储备了一批战略科技创新力

量，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 2 家、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 9 家，在部分细分方向拥有全球领先的

技术储备。航天一院、航天三院、航天十一院、

兵器 201 所已将低空经济纳入重点研究方向，

推动相关产业布局。

此外，丰台区还在筹划成立低空经济产

业发展基金，致力于打造首都乃至全国的低

空经济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主阵地、飞行器

高端研发制造承载区、低空飞行管控系统策

源地，在北京率先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示

范区。

为保证产业发展有足够的承载空间，丰台

正加快规划建设 200 万平方米的低空经济产

业园。“我们有信心扛起北京市低空经济发展

的大旗，成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沃土和新引

擎。力争到 2025 年，集聚核心企业不少于 200

家、产值规模超过 1000 亿元。”丰台区委副书

记、区长初军威表示。

□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本版编辑 祝 伟 韦佳玥 美 编 吴 迪

5 月 21 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马鞍山综保区保税仓库，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出口的货物进行装卸作业。今年以

来，郑蒲港新区深化区港联动，推动外贸稳中提质。 王文生摄（中经视觉）

浙江温岭培育

﹃
产才融合

﹄
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李

景

日前，在浙江温岭普轩特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测试室里，

来自江苏大学流体机械温岭研

究院的工程师赵一腾正在与企

业研发负责人分析相关数据。

历时 1 年多，该校与企业联合

研发的高压高速车载消防泵已

成功进入小试阶段，相关产品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预计下半

年可实现量产。

“有江苏大学的专家团队

支持，我们才有信心投入该产

品研发。”普轩特泵业研发部经

理颜海波告诉记者，车载消防

泵目前在国内市场还是空白，

想要突破车载消防泵的技术瓶

颈，必须加强产学研协作。

“我们通过诱导轮技术大

幅提升了车载消防泵的抗气蚀

能力，还帮助企业攻克了技术

难题。”赵一腾说。

面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

迫切需求，近年来，温岭紧扣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重

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人才强

市战略，以超常规举措建设高

能级科创平台，培育高质量创

新主体，引育高层次科技人才，

增强“产才融合”动能。

在 传 统 优 势 领 域 泵 与 电

机行业，温岭通过扶持机电工

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与国内电

机、流体学科排名前列的清华

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共建联

合 研 究 院 ，开 展 行 业 技 术 攻

关；在机床装备领域，温岭与

浙江大学牵头共建的浙江省

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

已与 11 家民营企业分别建立

联合研究中心；在工量刃具领

域，温岭推动台州学院温岭研

究院与温岭工联工量刃具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先

进涂层技术联合实验室，引进

国外优势高校专家参与共建，

助力涂层领域技术攻关⋯⋯

经过多年积累，截至目前，温岭市已吸引 19 家高校院所

在温岭建立研究院和技术转移中心，引进各类研发机构 48

家，落地院士创业项目 3 个，集聚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38 人、省

级领军型创业团队 1 个、台州市“500 精英”人才 263 人。

人才力量的涌入、创新资源的聚集与温岭本地“专精特

新”企业强强联手，结出了一大批科技转化成果。“以东部数控

机床有限公司的七轴四联动车铣复合机床为例，该机床涉及

机械设计、计算机仿真等多学科，极具技术含量。”傅建中是浙

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同时也是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

术创新中心主任。他告诉记者，该中心成立后，由来自浙江大

学的数字化设计研发团队为企业提供机床结构性正向设计，

起到了关键作用。

傅建中介绍，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发挥浙

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在学科、人

才、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与全市机床产业上下游民营企业

的市场活力，加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目前，该中心已启动科

研项目 14 项。

“高能级平台的落地，聚集了高水平人才。截至目前，温

岭已累计提供全链式服务超 6000 家次，解决企业难题超 400

项，签订合同金额近 3 亿元，攻坚关键共性技术 52 项，有效助

推特色产业水平整体提升。”温岭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解 决 养 老 问

题 应 整 合 多 方 资

源，加大对养老产

业的支持力度，制

定 更 加 优 惠 的 政

策措施，吸引更多

的 社 会 资 本 投 入

养老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