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 10 月 4 日讯
（记者赖永峰、刘兴）为加速

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宜春市今年启动实施制造

业绿色发展三年行动，通过

建立绿色制造体系数据库，

构建国家、省、市三级联动

的绿色单元培育机制，着力

打造绿色制造领军梯队。

宜 春 市 还 实 施 产 业 链

现 代 化 建 设“869”行 动 ，以

绿色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

持续深耕新能源、生物医药

（大健康）等八大重点产业

链赛道，开展链主企业选育

等六大专项行动。

4 月份，由宁德时代全

资子公司时代智能生产的

国内首台量产乘用车滑板

底盘在江西省宜春市下线，

成为该市千亿元锂电新能

源 产 业 链 中 的 重 要 一 环 。

今年以来，该市聚焦打造国

家级新能源产业重要集聚

区目标，推动锂电新能源产

业 绿 色 化 、规 范 化 集 群 发

展。宜春市工信局局长胡

练康介绍，全市现有国家级

绿色园区 5 家、国家级绿色

工 厂 28 家 ，数 量 均 列 全 省

第一。

数据显示，今年前 8 月，

宜春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5.4%，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9%，连续 5 个月

保持两位数增长。上半年

宜春市能耗强度下降 8.5%，

下降率居江西省首位。“十四五”前 3 年，在扣除可再生能源

和原料用能后，宜春市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12.17%。

宜春市委书记严允表示，宜春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做优做强锂电新能源首位产业，大力推进以“智改

数转网联”为主的技术改造行动和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抢抓

新型储能、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领域新赛道，推动产业逐

绿向新发展。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耕

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日发

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

占补平衡的意见》，围绕全力提升耕地

质量作出多方面部署。

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地，养活了

世界近 20%的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世界平均水平 40%。提升耕地质量被

视为拓展农业生产空间、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稳固大国粮

仓根基的关键。

为更好提升耕地质量，近年来采取

的系列举措已初见成效。我国耕地按

照地力水平、土壤健康状况、农田配套

设施等，由高到低划分为 1 至 10 个等

级。与 2014 年相比，全国耕地质量平

均等级提升了 0.35 个等级，耕地质量总

体进入持续改善、稳中有升阶段。

成效来之不易，但总体看，我国耕

地质量等级不高的现状尚未得到根本

改变。目前，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仅

为 4.76 等，其中 7 等到 10 等的低质量耕

地占比 22%、数量超 4 亿亩。在分布上，

耕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水土资源匹

配不协调，具备灌溉条件的耕地仅占一

半左右。东北黑土地、南方酸化地、北

方盐碱地等局部耕地质量退化局面仍

未根本扭转。

提升耕地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

面对“先天不足”“后天欠账”的情况，需

从多方面入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更强保障推进耕地质量全力提升。

摸清底数，方能心里有数。一方

面，强化耕地数量保护是根本前提。根

据“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落实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

城镇开发边界，严格保护耕地。前不

久，我国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正式上

线，成为各地已开展的永久基本农田公

布工作的重要补充，将进一步提升数据

透明性和社会监督力。另一方面，全面

掌握土壤情况是工作基础。当前，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正有序推进，可充分调

动多方力量，统筹组织科研教育及技术

单位开展培训，加快普查进度。有了初

步成果后，根据各项质量指标，深度分

析全国土壤数据变化演进趋势，为下一

步开展种植、施肥、治理、养地等提供科

学指导。

因地制宜，实现精准施策。提升耕

地质量涉及土壤改良、污染治理、农田

改造等多方面，其中，加强高标准农田

建设是关键，推进耕地灌排保障体系建

设是水利命脉，黑土地保护是重要内

容，加强退化耕地治理、实施酸化治理

工程是突出难点，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

蕴含着较大增量空间。提升耕地质量，

要把握住这些抓手，将存量做优、增量

做大。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分区分类

明确建设内容和投入标准，紧盯关键环

节，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保护好黑土地

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加强黑土地保

护标准化示范建设；做好盐碱地特色农

业大文章，以大食物观为引领，培育推

广实用技术体系。

强化保障，有序有效推进。全力提

升耕地质量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复杂

性，构建强有力的支撑保障机制，方能

推动各部门联动、多政策协同。在法律

层面，要加快耕地质量保护立法，强化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等各方主体

耕地质量保护权利和责任；在资金层

面，完善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投入机

制，给予耕地地力提升、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土壤有机质保护等财政支持，积

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耕地质量建设。

此外，建立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耕

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形成系统性合

力，确保耕地质量提升各项举措真正落

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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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联动打造领军梯队江西宜春加速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数智融合提升产业能级河南信阳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本 报 郑 州 10 月 4 日 讯
（记 者 夏 先 清 、杨 子 佩）近 年

来，河南省信阳市新兴产业加

速 集 聚 ，传 统 产 业 数 智 化 焕

新 ，推 动 科 技 与 产 业 深 度 链

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目

前，当地已布局六大主导产业

和 11 个 重 点 产 业 链 ，着 力 提

升产业链规模能级，提高产业

含智量、含绿量、含金量。

不久前，在位于信阳的河

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一

台 7.5 兆瓦风机发电机组样机

成功研制下线。从 2017 年签

约落户，继而与信阳达成全面

战略合作，河南明阳智慧能源

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中原最

大、技术领先的新能源装备制

造基地。

记 者 来 到 信 阳 新 县 的 河

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车间中控室，看到大屏幕上各

种生产数据实时更新。公司

将数智化质量控制体系延展

到全流程各环节，打造国内领

先的贴膏剂智能制造工厂、中

药智能化提取车间和智能立

体化仓储系统，现年销售额超

过 30 亿元，拥有创新技术 100

余项。

当 前 ，信 阳 加 快 推 动 创

新 要 素 集 聚 融 合 ，加 大 核 心

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开 发 ，推 动 产 业 链 、创 新 链 、

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耦合，逐

步建立具有信阳特色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信阳市科技局

党组书记、局长彭爌介绍，信阳畅通与省内外高校、院所、

科研机构等通道，争取更多的国家、省战略科技力量在信

阳布局，实施信阳英才计划，加快推动技术、人才等科技创

新要素集聚。

信阳市委书记蔡松涛表示，信阳坚持创新引领，大力培育

新质生产力，深入研究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主导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信阳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确保耕地质量提升落地见效

□ 金观平

夜 经 济 激 发 消 费 潜 能
——假期市场热点见闻④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10 月 3 日

晚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宁 海 县 纺 织 路 上

的“ 来 in 南 ”互 联 网 文 创 园 ，迎 来 了

一 天 最 热 闹 的 时 刻 。 大 批 的 市 民 游

客 涌 入 文 创 园 ，感 受 文 旅 新 业 态 带

来的独特体验。

来 自 上 海 的 游 客 徐 天 与 亲 友 一

起，走进园区内的一家机车俱乐部餐

厅。餐厅整体形似飞机停机库，不同

风格的机车遍布各个角落。点完餐，

徐天与好友一边品尝海鲜美食，一边

探讨机车文化。餐厅老板葛思宇说，

今年国庆假期，特意邀请了知名音乐

人举办专场演出。这几天，餐厅人气

爆棚，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来聚会。

“ 来 in 南 ”互 联 网 文 创 园 的 前 身

是 宁 海 县 老 棉 纺 厂 ，是 宁 海 工 业 的

历 史 缩 影 ，也 记 录 了 城 区 的 发 展 变

迁 。 宁 海 县 城 投 集 团 与 民 营 企 业 通

力合作，共同组建混改公司，保留了

具 有 年 代 感 的 主 体 建 筑 ，并 以 青 年

新 潮 集 市 和 文 化 快 闪 为 园 区 注 入

活力。

“ 文 创 园 塑 造 了 城 市 生 活 新 空

间，让公共文化与城市街景交汇，让

潮流玩法与传统文化碰撞，呈现出多

彩的城市文化。”宁海县城投集团董

事长叶亦健说，自去年 5 月开业运营

以 来 ，“ 来 in 南 ”已 接 待 游 客 超 10 万

人次。

国庆假期里，遍布宁海县城乡的

“文化大院”成为当地夜生活的又一

“打卡地”。文化大院以“1 座院落运营

实体+1 个整村运营概念”为主体，政府

搭台、团队介入、百姓唱戏，力图形成

资源上下整合、人才内外协同、业态新

老叠加的全新农文旅综合体，探索培

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下转第二版）

截至 7月底，资产净值达 31.49万亿元——

公 募 基 金 总 规 模 再 创 新 高
本报记者 马春阳

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近期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7 月 底 ，我 国 境 内 公

募 基 金 管 理 机 构 共

163 家 ，其 中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148 家 ，取 得

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

机 构 15 家 。 以 上 机

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 31.49 万

亿元，公募基金总规模再创新高。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总规模整体呈现

向上势头。截至 4 月底，公募总规模首次

突破 30 万亿元；5 月底，突破 31 万亿元；经

过 6 月份的小幅回降后，7 月底 31.49 万亿

元的规模再次达到历史高点。年内总规模

已增长 3.89 万亿元。

在专家看来，居民大众财富管理需求

日益增长，是近几年推动公募基金行业总

规模保持增长的重要因素。今年以来，以

ETF 为 代 表 的 指 数 化 基 金 、债 券 基 金 、

QDII 基金等类型产品备受投资者关注和

青睐，带动了市场规模的快速提升。

“从产品角度看，今年上半年债券型、

另类投资基金规模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

权益基金方面，各大基金公司根据市场板

块热点推出更多热门主题基金，比如红利

和科技指数类等，吸引了不同类型的投资

者。”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表示，从

政策角度看，监管部门多次出台支持行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对行业监管的力度也不

断加强，这些支撑了市场平稳健康运行，增

强了投资者信心。

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李一鸣认为，投资者对股票市场风险的规

避驱使资金更多涌入了债券和货币基金等

风险相对较低的产品。同时，虽然主动偏

股型产品规模持续缩水，但权益类 ETF 基

金规模有所增长。投资者之所以关注指数

基金，是由于指数基金投资策略清晰、投资

组合透明，同时，低廉的费用也相比主动基

金来说更具吸引力。

截 至 7 月 底 ，我 国 境 内 共 有 封 闭 式

基 金 1352 只 ，规 模 为 3.84 万 亿 元 。 开 放

式 基 金 中 ，股 票 型 基 金 2492 只 ，规 模 为

3.29 万 亿 元 ；混 合 型 基 金 5058 只 ，规 模

为 3.45 万 亿 元 ；债 券 型 基 金 2515 只 ，规

模为 7.06 万亿元；货币基金 371 只，规模

为 13.38 万 亿 元 ；QDII 共 306 只 ，规 模 为

5236.73 亿元。

7 月份，股票型、债券型、货币型、QDII

等基金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其中股票

型、货币型基金是增长的主力。货币基金

7 月 份 规 模 增 长 1918.97 亿 元 ，环 比 增 长

1.46%；股票型基金单月规模增长 1808.38

亿元，环比增长 5.82%，创今年 3 月份以来

最大环比增幅。

市 场 人 士 指 出 ，7 月 份 场 内 资 金 加

速 布 局 股 票 ETF，是 股 票 型 基 金 重 要 的

增 量 资 金 。 Wind 数 据 显 示 ，7 月 份 股 票

ETF 规模增长 1936.61 亿元，总规模突破

2 万 亿 元 ，其 中 多 只 宽 基 ETF 产 品 更 是

“ 吸 金 ”明 显 。 例 如 ，华 泰 柏 瑞 沪 深

300ETF 规 模 增 长 超 过 520 亿 元 ，易 方 达

沪 深 300ETF 规 模 增 长 超 过 350 亿 元 ，华

夏 及 嘉 实 基 金 旗 下 沪 深 300ETF 规 模 增

长均在 200 亿元之上。

近年来，我国宽基指数化投资发展已

步入快车道，随着中长期资金入市进程加

快以及 A 股市场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宽基

指数化投资规模或将持续扩容。南方基金

指数投资部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方面，以配

置型需求为主的社保、险资、个人养老金等

中长期资金入市力度不断加大，将持续推

升宽基指数化投资规模；另一方面，随着我

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及各项配套制

度的不断完善，A 股市场有效性将日益增

强，指数化投资的优势将持续凸显，长期持

有获得感更好，为宽基指数化投资创造了

良好发展环境。

此外，受部分海外市场上涨行情影响，

投资者通过 QDII 基金配置海外市场的需

求保持强劲。7 月份，QDII 基金规模单月

增长 257.9 亿元，总规模首次突破 5000 亿

元，环比增长 5.18%。

“权益基金仍然是基金公司的重要产

品线，而权益基金的发行能否加速回暖，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市场行情走势。”李一

鸣表示。

行业的快速发展给基金机构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陈雳表示，基金机构需要

进一步提升国际化运营能力和竞争力，为

长期资金入市打好稳健基础。同时，市场

竞争加剧促使机构通过创新和差异化策略

来更好服务投资者。此外，投资者行为将

随着政策引领更多地向“耐心资本”靠拢，

进一步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港珠澳大桥年客流量首超两千万人次

成众多海外游客

﹃
中国游

﹄
重要通道

本报广州 10 月 4 日讯（记者喻剑）港珠

澳大桥边检站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4 日 0 时 45 分，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

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总量超过 2000 万人次，

同比增长达 86%，超过去年全年总量。这也

是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以来，年客流量首次

突破 2000 万人次大关。

人员往来加速，要素流动便捷，港珠澳大

桥正成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

“黄金纽带”。持续增多的“北上”港澳旅客正

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快速增长的主力群体。今

年以来，经该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达 120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3.3%，占口岸客流总量的

60.2%；港澳单牌车数量超过 226 万辆次，占口

岸车流总量的 56.0％。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

地”交通区域优势叠加“港车北上”“澳车北

上”等出入境便利政策的实施，令港珠澳大桥

珠海公路口岸成为目前港澳居民入出内地最

热门、最便利的通道之一。

随着“大湾区旅游”进一步走热，围绕“世

纪工程”港珠澳大桥打造的“一程多站”旅游

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国内游客欢迎。港珠澳大

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持港澳旅

游签注往来的内地旅客超过 386 万人次，同

比增长 76.6%。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外籍人员签证政策，

免签国家“朋友圈”不断扩大，港珠澳大桥珠

海公路口岸作为内地唯一一个与香港国际机

场陆路直达的口岸，正成为众多海外游客“中国游”的重要通道。今

年以来，已有超过 31 万人次的外籍旅客经珠海口岸入出内地经商旅

游、探亲求学、访问交流，同比大幅增长 185.5%。

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赏美

景、品美食、看演出，文旅市场持续

火热，各地景区景点陆续迎来客流

高峰。

上图 10 月 3 日，游客在甘肃

省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游玩。

杨 潇摄（中经视觉）

右图 10 月 3 日，云南省昆明

市呈贡区斗南花卉市场，前来游玩、

选购鲜花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陈少帅摄（中经视觉）

假日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