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巢湖：再生稻二茬稻喜獲豐收
測距、取穗、計算……11月17日下午，安徽省巢

湖市農業農村局4名農技專家完成了對廟崗鄉水稻種
植大戶汪留兵栽種的200多畝再生稻二茬稻測產。至
此，安徽省巢湖市今年再生稻二茬稻測產工作全部順
利結束。

汪留兵承包的再生稻田位於廟崗鄉路店村，共計
220多畝，都是稻蝦共作模式。目前，稻田裏二茬水
稻已經全部成熟，沉甸甸的稻穗壓彎了腰，放眼望去
一片金黃色。汪留兵介紹，自己栽種再生稻已經有五
六年時間了，今年頭茬產量達到600公斤/畝，二茬
稻長勢也不錯。和過去的雙季晚稻相比，投入上面不
需要重新育苗栽插，可以節肥、節工，因此種植再生
稻總體經濟效益可觀，能實現 「一種兩收」。

當日下午，農技專家走進汪留兵再生稻二茬稻田忙
碌起來，選取標準株距、測量所需數據、隨機取樣稻
穗……農技專家介紹，經過現場測得有效穴數、有效
穗數以及穗粒數等產量指標要素，就可通過千粒重測
出汪留兵再生稻二茬稻的畝產量。 「經過現場測算，
汪留兵再生稻二茬稻畝產在270公斤左右。」農技人
員說： 「如果在栽種時提高秧苗密度、控制田中水
位，其產量還能提高一些。」

再生稻是一種新的水稻種植模式，在一季稻成熟之
後，只割下稻株上部約2/3的稻穗，留下1/3的植株

和根系適當施肥和培育，促其腋芽萌發，再長出一季
稻子。因為再生稻是在原有稻株上繼續生長，所以大
約2個月後便可成熟收割，實現 「一季水稻、兩次收
獲」。

安徽省巢湖市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種植再生稻
的歷史，從2015年開始，安徽省巢湖市開展再生稻
生產試驗，2020年已在全市推廣1萬畝並配備了相應
的補貼政策。今年，安徽省巢湖市再生稻發展到1.5
萬畝，頭茬稻從8月份進入收割期，二茬稻從10月份
開鐮收割，至目前已基本全部收割結束。在二茬稻收
割期間，安徽省巢湖市農業農村局組織農技人員分別
在蘇灣、夏閣、欄桿集、廟崗等鄉鎮開展了多次田間
測產，測產結果表明，安徽省巢湖市今年再生稻二茬
稻喜獲豐收，最高產達400公斤/畝。

「今年我市再生稻項目喜獲豐收，其主要原因
是，經過連續幾年推廣、扶持再生稻項目，種植大
戶積累了種植經驗；同時技術指導及時到位，在春
季育苗、栽插，田間肥水管理和頭茬稻適時收割，
二茬稻催芽和後期田管等方面，市、鄉農技人員指
導及時到位。再加上今年天氣整體對水稻生產有
利，普遍長勢好於往年。」安徽省巢湖市農業農村
局農技人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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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同理報道：昨日在商務部召開
的《 「十四五」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規劃》專題新聞
發布會上，商務部副部長任鴻斌表示，一直以來，中
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
針，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商務部
積極深化兩地經貿交流合作，持續擴大內地對香港開
放，促進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任鴻斌表示，今年以來，內地與香港貿易合作更加
緊密。今年1-10月，內地與香港進出口總額2859.5億
美元，按年增長33.5%，高於全國外貿整體增速1.6個百
分點；內地實際使用港資1091.5億美元，按年上升30%，
佔內地實際使用外資76.9%。內地對香港新增非金融
類直接投資447.9億美元，佔內地對外投資50.9%。

任鴻斌表示，進一步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
平，推進商務領域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商
品和要素更加便捷有序流動。商務部將與港澳政府一

道，推動內地、香港、澳門三地共建單一自貿區。支
持港澳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內大循環，聯通國
內國際雙循環。

業內人士表示，2019年，商務部牽頭提出了《關於
商務領域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見》，涵蓋了消費、流通、貿易、投資、經濟合作等
重點領域，此番講話意味着大灣區商貿開放將進一步
升級，支持廣東自貿試驗區率先探索與港澳經貿規則
對接方面將會有進一步動作。

促進內外雙循環重要樞紐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黃奇帆表示，原本作為外循環牽引內循環重要節點的
粵港澳大灣區，應成為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重要樞
紐，相互促進的關鍵仍在於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他
提出要在內外貿一體化上有新突破，在培育新業態、

新模式上有新作為，重點推動跨境電商、互聯網+服
務貿易、離岸貿易等新業態創新發展；在推動創新要
素跨境流動方面邁出新步伐，新經濟新業態的發展和
監管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經濟學教授張昱認為，推進港澳
與內地單一自貿區建設，有助於大灣區市場聯動，打
破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存在的市場分割，推動粵港澳內
部市場聯動與共同大市場形成。同時她認為，大灣區
要通過改善貿易結構、提升貿易質量與效率、增強與
新興地區的貿易與投資關係，積極推動中國與世界市
場之間的商品與要素流動，支持 「一帶一路」建設，
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支撐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
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內地外貿規模再創新高
【又訊】記者張麗娟報道：任鴻斌在介紹今年外貿

工作時表示，1-10月，進出口總額4.89萬億美元，規
模已超去年全年，再創歷史新高。

對於今年的外貿工作，任鴻斌介紹稱，今年外貿實
現較快增長，成績來之不易，主要呈現四個特點：

一是規模再創新高。1-10月，進出口總額4.89萬億
美元，規模已超去年全年，再創歷史新高。今年上半
年中國出口、進口國際市場份額分別達到 14.6%和
12%，均創同期新高。

二是結構更加優化。國際市場更加多元，發展中國
家和新興經濟體佔中國出口總額的49.5%。民營企業
主力軍作用更加突出，佔中國出口總額的57.6%。

三是質量持續提升。跨境電商進出口、市場採購貿
易方式出口等外貿新業態保持兩位數增長。

四是供應鏈韌性增強。中國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充分發揮製造業能力強、供應鏈配套完整的優
勢，有效彌補全球供給缺口。

商務部：推動大灣區商品要素更便捷流動

深圳灣畔南山明珠
深港 「雙城三圈」中，南山作為全國首批雙創示範

基地，高新技術企業與高端服務業雲集。日前，南山
區區長黃湘岳透露，南山區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約佔
全國1/8，每萬人發明專利近400件，居全國第一。擁
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超過4100家，規上企業增至8086
家。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50家，佔廣東1/10。培
育境內外上市企業78家，總數達187家，相當於每平
方公里有1家上市企業，密度全國第一。全區企業總
數近43萬家，相當於每4名常住人口就有1家企業，
企業家成為南山特產。

方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南山區是集
高新技術的研發、高新技術企業的孵化、創新人才的
吸納與培育於一體的國家級大學科技園，重點產業包
括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海洋經濟等高科
技領域。2020 年人均 GDP 達到 6.09 萬美元，高於香
港人均GDP的4.67萬美元。

反觀香港新界西北，一直被認為是邊陲之地，發展明
顯落後於市區。產業主要為零售業、物流運輸業、住宿
及膳食服務業，和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方舟認為，在當

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時期，香港有必要在接壤深
圳的邊境地帶發展起來，打造第二個經濟中心，和深圳
構成良好互動發展，形成「南北雙中心」的格局。

港府《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提出在流浮山建立規
模可與數碼港媲美的創科設施。方舟建議考慮將流浮
山海岸發展區定位為創科新城，建議前海管理局成立
投資公司直接參与投資，將先進的技術和創新的產業
管理方法，以及和其他領域聯動的經驗落地此處，藉
助科技優勢，與香港合作發展創科產業。在南山區的
科技企業，也可以把部分職能轉移到香港流浮山，利
用香港優勢，促進自身發展。

推動科研成果轉化
實際上，南山與香港的科研合作由來已久。位於南

山的深圳虛擬大學園，港大、港理大、港中大、港城
大、港科大、浸會大學等多所香港高校設立了產業化
基地，持續推動深港合作與技術創新。在西麗湖國際
科教城，這個部省市共建重大戰略平台和深圳建設綜
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重要承載區，哈工大（深圳）、
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天津大學佐治亞理工深
圳學院、香港大學（深圳）等高校相繼落地，還有7
所高校、7家國家重點實驗室、9家諾獎實驗室。

「國家下一階段將繼續加強科技布局，加大對科技
資源的投入，這是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重要的機
遇。」方舟指出，基礎科研是香港的優勢，但產業化
的能力較弱，新界西北可以作為本地科研成果轉化的
平台，搭建香港科研機構與深圳製造業企業之間的橋
樑。洪水橋的發展規劃中，可以考慮吸引深圳的科技
資源，鼓勵南山區的科技企業將部分職能轉移到新界
西北，在洪水橋建設 「創科新城」，開展高新科技產
品研發及生產。

完善交通接駁前海
據透露，深圳地鐵13號線是深圳西部南北走向重要

通道，串聯起南山、寶安、光明三個行政區。它起自
深圳灣口岸，止於上屋北站。而港鐵公司將有份參與
13號線的營運，線路預計2023年通車。方舟建議以洪
水橋站為起點，修建鐵路線路向北，在深圳灣口岸站
接駁深圳地鐵13號線。

方舟亦認為，未來新界西北作為香港新中心，加上搭
通更廣的交通網絡後，會吸引更多的人流。未來住宿及
膳食業的發展在新界西北一帶前景十分可觀。建議預
留洪水橋發展區一定比例用地興建中高端酒店，附於
新建購物商場，整體拉動住宿及膳食業就業環境。

專家倡港深合作優質發展圈

新界北搭建港科深企橋樑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王靜
抒報道：港深 「雙城三圈」 的空間格
局中， 「深圳灣優質發展圈」 涵蓋前
海、南山和寶安，是深圳近年發展最
為耀眼的明星片區。香港 「一國兩
制」 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認為，新
界西北可利用本港基礎科研優勢，吸
納南山科技資源，搭建香港科研機構
與深圳製造業企業之間的橋樑。 深圳南山大沙河生態長廊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近日，深圳市福
田區金融工作局、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深圳市上
市公司協會和深圳市福田引導基金投資有限公司聯合
舉辦 「聚焦三大引擎——金融科技與新能源產業專場
投融資路演」。

為搶抓產業轉型升級機遇，福田以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香蜜湖新金融中心、環中心公園活力圈
「三大新引擎」為牽引，大力打造產業發展新優勢。

其中，香蜜湖新金融中心在打造成國際交往平台、推
動金融平台進一步集聚的同時，將助力金融行業朝綠
色、低碳方向發展，為國家實現 「雙碳」目標做出了
福田應有的貢獻。

在當天的路演活動中，福田引導基金與柏納新能源
碳中和投資基金舉行了簽約儀式。與全球智能製造頭
部企業金風科技和政府引導基金合作設立的內地首隻
「碳中和」專業投資基金結盟，這是福田區着眼戰略

新興產業發展和積極投身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主動作
為。

福田正借力 「綠色金融」，着力搶佔 「綠色產
業 」風口。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需要規模龐大的投
資，離不開 「綠色金融」的支持。目前，良好綠色金
融生態在福田區已初步成型，福田在綠色金融產品業
務創新、國際國內合作等方面均在進行系列首創性實
踐。

內地首隻碳中和專業投資基金設立

【香港商報訊】山東省臨沂市財政局、農業農村局
加強涉農資金整合力度，多措並舉確保全面完成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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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試點有利契機，充分發揮財政職能，多措並舉助
推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順利實施，為糧食產能穩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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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做好高標準農田建設，臨沂市沂南縣財政局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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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涉農資金統籌整合工作，多方籌措資金，有力保
障了項目順利實施。在落實資金的同時，沂南縣財政
局健全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強化項目績效運行監控，
定期開展績效評價，確保項目實施進度和實施效果符
合時序要求，按期實現績效目標，並合理利用績效評
價結果，促進資金分配的科學化、合理化，最大力度
發揮資金效益。並且，做好項目資金監管工作，對項
目進度、資金撥付、使用和配套落實情況定期進行檢
查和審計，確保資金使用規範，撥付合理，保證項目
順利實施。 韓來軒 曹蕾

山東臨沂多措保障
高標準農田建設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年來，廣州把
握大眾旅遊、假日經濟、夜間經濟、智慧旅遊等旅遊發
展新態勢、新趨勢、新機遇，大力推進文化旅遊融合發
展，着力延伸旅遊消費鏈條，全面拓展旅遊時空範圍，
豐富旅遊消費內涵，助力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當前，在廣州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過程中，旅遊
業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提
出通過豐富產品供給體系，釋放旅遊消費活力。為
此，廣州除繼續舉辦 「廣州歡迎您」系列活動外，還
推動文旅產業產品價值轉化，支持引導文旅企業自主
開展文創產品的孵化研發，持續孵化文化旅遊新業
態。廣州還以全域旅遊示範區創建為抓手，持續推進
旅遊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番禺區成功創建首批國家全
域旅遊示範區，從化、增城、越秀、海珠、天河5區
成功創建省級全域旅遊示範區。

廣州推進文旅融合發展
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李苑立 通訊員穗南宣
報道：海外高端人才留在海外創新創業，成果在內地
落地轉化將在南沙成為現實。近日，中國科協辦公廳
發布消息，經中國科協海智計劃領導小組批准，同意
廣州南沙開發區（自貿區南沙片區）設立國家海外人
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南沙開發區人才發展局相關負
責人表示，將圍繞該基地全力打造優質離岸創新生態
系統，將基地建設成為南沙海外人才引進、技術引
進，以及創新創業項目孵化、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平
台載體。

上述負責人進一步解釋說，離岸基地通過 「區內註
冊，海內外經營」模式，海外人才既可享受國內政
策、廣闊市場，又可繼續享受國外科研生活條件，南
沙區內企業也可更加便利對接海外科創資源。同時，
還可以幫助南沙區內高科技企業開闢海外市場，更好
「走出去」。

南沙設立國家海外
人才離岸雙創基地

山西加碼扶持「專精特新」企業
「這幾年，山

西的營商環境有
了很大的提升，
以前是企業找政

策，現在則是政策找企業。可以說，在投資領域，山
西就是一片藍海。」11月23日，被工信部評為 「國
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山西華松電力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鄭生松如是說。

眾所周知， 「專精特新」企業是中小企業的排頭
兵。近年來，山西省對 「專精特新」企業的扶持力度
不斷加大，先後出台了《關於開展專精特新 「小巨
人」企業培育工作方案》及《山西省推動創新創業高
質量發展20條措施》等。同時，山西省還對首次被評
為 「專精特新」的企業，最高給予30萬元獎勵。各項
優惠政策的陸續出台，使得一大批高質量的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紛紛脫穎而出。
截至目前，山西已培育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1369 家、省級 「小巨人」企業 207 家、國家級 「小
巨人」企業 100 家、國家重點 「小巨人」企業 16
家，並積極引導這些企業股改上市。在 「山西省重
點上市後備企業庫」30家企業中，有22家是 「專精
特新」企業，超過70%；山西省83家新三板掛牌企
業中， 「專精特新」企業有 42 家，佔 50.6%，其中

23家創新層企業中，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有
20 家，佔 87%。 「專精特新」企業，特別是 「小巨
人」企業，已成為掛牌新三板、登陸北交所的主力
軍。

此外，為了將 「專精特新」政策引向深入，山西省
還組織 「專精特新」企業在山西股權交易中心開設了
「專精特新」版。這一 「先掛牌、再展示」的舉措，

山西省走在了全國前列。山西省小企業局專門開設了
「專精特新」企業家培訓班，每年組織 100 名企業

家、董事長或者總經理到北大培訓，局裏給每個人補
貼萬餘元。

人才是企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今年8月31日，山西
省專精特新企業聯合會還與山西晉商培訓學院簽署了
戰略合作協議，以便通過貼合企業實際需求的培訓服
務，為 「專精特新」企業和 「小巨人」企業培育高層
次、高素質的專業技能人才，從而促進企業高質量發
展和轉型。

據了解， 「十四五」期間，山西將培育超過 2500
家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培育超過500家的省級專精
特新 「小巨人」企業，向工信部推薦，爭取認定超過
300家的國家級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打造一支
推動工業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

王利萍 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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