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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田间管理进忙期 合作社日以继夜急配送

沪郊农民战高温保供市民菜篮子

本报记者 张仲超

烈日炎炎炙烤大地， 在沪郊农村，

眼下正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

沪耕合作社自 6 月初便开始抢收 200

多亩大棚蔬菜，60 多名工人每天要抢收

近 1800 斤菜心、小青菜、辣椒等蔬菜，

预计 6月底全部收完。

目前，合作社抢收的大多数蔬菜经

包装后销往叮咚买菜等线上平台，多余

的蔬菜则销往上海市各大批发市场。 该

合作社还帮助周边小农户，托底销售农

户产能过剩的蔬菜。

“7 月起，我们大棚的土地就要开始

‘坐月子’了。 ”沪耕合作社负责人介绍，

大棚土地在高温天都要进行“闷棚”处

理，这种方法不仅节约成本，而且更加环

保，也大大增加了土地自身的恢复力，能

够确保下一茬蔬菜的质量。

上海陆地蔬菜即将进入“断茬期”，

素有“蘑菇小镇”之誉的廊下镇各大终年

化生产的蘑菇基地便忙碌开了。 6 月起，

上海联中食用菌合作社双孢菇的订单量

翻倍式增长。其中，“联中 1 号”品牌双孢

菇在上海市场占有率超过 95%。 蘑菇由

于其自身特性，较难保鲜，因为订单量增

加， 合作社 46个菇棚正处于满仓状态，

260 多名工人在流水线上日以继夜地操

作，每天为盒马鲜生、联华超市、美团优

选、叮咚买菜、拼多多等商超和一些蔬菜

市场提供 35吨左右的新鲜双孢菇。

廊下镇拥有“万亩粮田”，水稻田由

于机械化程度高达 90%以上，高温下的

田间管理比起蔬菜大棚要简单得多。 夏

季是水稻快速生长时期， 也是杂草横生

的季节，杂草会与水稻争抢养分和水分，

杂草过多也会遮挡田间的光照， 对水稻

正常生长造成影响。目前，沪耕合作社种

植的 3000 多亩水稻， 其中 2800 亩需要

严格做好田间管理。 一名工作人员可管

理 500亩水稻田， 除了日常进行田间灌

溉、 将稻田水层控制在 4 厘米左右并按

时巡查稻田以外， 还要集中安排好时间

节点，使用无人机对水稻田喷洒农药。

焦阳 本报记者 潘广韬

6 月 22 日，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办“全省金融助企纾困政策措施”

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机构支持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具体措施。

会上，龙江银行副行长姜峰表示，龙江

银行共推出稳盘保供助力贷、内外循环

双重贷、复工复产即刻贷、受困行业低

息贷、手机银行指尖贷、社区银行进门

贷、 普惠小微政策贷七类专属信贷产

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城乡居民，在特

殊阶段助力黑龙江省经济社会稳定发

展和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哈尔滨银

行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社

会发展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推进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推进哈尔滨

市率先取得新突破的政策要求的实施，

将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摆在首

要位置，回归本土本源，聚焦主责主业，

切实发挥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支持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作用。

哈尔滨银行监事会主席王海滨介

绍，哈尔滨银行采取强力措施，一是制

定实施《哈尔滨银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百项措施》。 年初以来，哈尔滨银行

聚焦黑龙江省“六个龙江”“九个坚定不

移”和“八大振兴计划”，聚焦哈尔滨市

“七大都市”“七个新”和“十一项任务”，

结合近期稳住经济大盘、助企纾困相关

政策精神，研究制定了百项措施，并配套

形成了 89项具体工作方案，建立了工作

任务台账和内部监督问责机制。 年内，

黑龙江省内贷款增量在全行贷款增量中

占比要达到 70%以上；3 年内在哈尔滨

新区等省内重点区域、重点领域信贷投

放超千亿元。 二是制定实施《稳企稳岗、

助企纾困若干措施》。

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王

义平介绍，2020 年以来， 黑龙江省农信

社累计投放各项贷款 10527 亿元，在

2021 年全省银行保险机构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纾难解困考核中位列第一。 截至

2022 年 5 月末，黑龙江省农信社投放各

项贷款 3170 亿元， 较年初增加 155 亿

元，增幅 5.1%；同比增加 196 亿元，增幅

6.6%。

王义平表示，最近，黑龙江省农信社

又围绕保增量、调结构、降负担、强服务

四项内容，出台了 16条助企纾困具体措

施， 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市场主体纾难解

困能力水平，助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创

业、稳经济增长，继续为龙江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贡献农信力量。

黑龙江持续加大助企纾困力度

合肥高新区：

力推“科大硅谷”建设

本报记者 赵琳

为提高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维

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市场稽查

局组织召开《企业商业秘密管理规范》深圳市地

方标准第二批试点企业集中辅导会。

深圳市是全国创业密度最大的城市， 现有

市场主体超过 381 万户，其中创新型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密集， 对商业秘密保护的需求旺盛且

迫切。为推进深圳市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更好激

励企业创新发展， 深圳市市场稽查局推出一系

列扎实有力的服务措施， 包括率先打造全省首

个商业秘密保护基地、 发布全省首个商业秘密

市级地方标准， 探索建立商业秘密在线保护平

台、严厉查处侵犯商业秘密违法行为等，全力推

进商业秘密保护强保障。

据悉，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于今年 4 月 25 日

正式发布全省首个《企业商业秘密管理规范》地

方标准，明确了企业商业秘密管理的总体要求，

涵盖组织、制度、信息、人员、区域、物品及载体、

信息系统、 评估与改进和泄密事件管理等各方

面， 为企业加强自身商业秘密保护管理体系和

管理能力建设， 提供了一套全面具体的操作指

引。 该标准具备三大特点：一是体系完备，全方

位覆盖企业日常管理流程；二是适用广泛，普遍

地应用于各个行业；三是具有深圳特色，结合深

圳市高新技术行业的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保

护指引。

此次会议优选了 30 家来自全市不同区域、

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试点应用，并邀

请商业秘密领域专家从“商业秘密的范围”“商

业秘密的信息管理”“商业秘密的物理区域管

理”“泄密事件管理”等 14 个方面对《企业商业

秘密管理规范》标准进行解读，辅导企业建立完

善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形

成示范效应，引领更多的企业开展保护工作。

据悉，下一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市场稽查

局将继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 抓牢抓实商

业秘密保护示范园区、示范工作站、示范工作点

创建，为深圳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提供

有力支撑。

深圳市监局：

强化商业秘密保护

项磊 本报记者 刘群

合肥高新区近日召开贯彻落实《“科大硅

谷” 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新闻通气

会，提出将实施空间载体建设工程、创新研发机

构建设工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创新人才

集聚工程、科技金融示范工程、“科大硅谷”发展

保障工程等“六大工程”，全力推动“科大硅谷”

建设，加快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方案提出，“科大硅谷” 将充分发挥中国科

大等高校院所的校友资源、品牌效应，以科技体

制创新为引领，汇聚全球创新力量，聚力打造创

新人才荟萃、市场主体圆梦的新高地，创新机制

灵活、改革系统集成的新特区，创新环境卓越、

展示安徽形象的新窗口，创新要素引领、高端产

业汇聚的新品牌，建设极具活力、引领未来、享

誉世界的创新之谷。

方案围绕管理运营、创新资源汇聚、研发机

构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集聚、投融资等方

面，提出 20 余项高含金量的支持举措，包括建

立拨转股股转债成果转化支持方式、 组建协同

创新的创新联合体、推动科技成果示范应用、创

新人才评价方式、出台“高精尖缺”人才政策、打

造“基金丛林”、鼓励基金投早投小等。

方案指明，“科大硅谷” 要成为引领未来的

活力之谷。 对此，合肥高新区早已在全国高新区

率先发布未来产业规划， 开展量子科技未来产

业培育， 并联合中国科大申创未来产业科技园

建设试点， 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探路

先锋，打造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和孵化高地。

据介绍，方案的印发，为合肥高新区汇聚更

多全球创新力量，加快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新

兴产业聚集地提供了新的机遇。 事实上， 近年

来，合肥高新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为建设“科大硅谷”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科大硅谷”建设已经吹响冲锋号，为了加

快这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示范工程的建

设，合肥高新区将实施空间载体建设工程、创新

研发机构建设工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创

新人才集聚工程、 科技金融示范工程、“科大硅

谷”发展保障工程“六大工程”。

收获季，广州增城中

新镇的荔枝也日渐成熟，

不少游客和商贩慕名前

来采摘、品尝、收购，呈现

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局面。

图为果农正在采摘荔枝。

增宣 本报记者 何志明

产销两旺

果农增收

云南工业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本报记者 李锦兰

中国商报记者近日从云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获悉，今年一季度，云

南省工业充分发挥稳定全省经济增

长“压舱石”作用，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10.3%， 高于全省 GDP 增

速 5 个百分点，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居全国第 2位。

今年以来，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围绕“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全力提振工

业经济。 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实现

开门好、开门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10.3%，高于全省 GDP 增速 5

个百分点， 拉动 GDP 增长 2.3 个百

分点，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5 月份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12.5%，高于全国

11.8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 2 位。

1—5 月增长 9.4%， 高于全国 6.1 个

百分点，连续 3 个月增速居全国第 5

位。

据介绍， 云南省绿色能源装机

占比、绿色发电量占比等全国领先，

碳足迹优势明显。 全省电力市场化

交易走在全国前列， 工业到户电价

年均价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

云南省丰富的锂矿、磷矿资源，充足

的磷酸、磷酸一铵、硫酸、六氟磷酸

锂、铜箔和铝箔等基础原材料，为全

生命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带来较大

的发展潜力。

同时， 云南动植物资源极其丰

富，堪称世界“生物基因宝库”，天然

基因类型为生物制品研发提供天然

借鉴，在新病毒株的发现，基因剪辑、

重组以及人类遗传疾病治疗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以国药集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等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生物医药基地

加快推进，正在形成以国药、云药、昆

药三大品牌为龙头的产业体系。

时下，云南省有色金属已发展成

为特色产业，具有一定优势，已拥有

云铜、云铝、云南锡业等一批国内外

知名龙头企业，部分产品技术相对领

先。 云南稀贵金属新材料研发、资源

综合利用、检验检测、成化等综合实

力全国前列。云南烟草产业在全国烟

草行业处于领头羊地位，产销规模全

国第一。 未来，云南省将贯彻新发展

理念，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做优做强

烟草、有色金属新材料、稀贵金属产

业，重塑传统产业新优势，走出云南

工业经济发展特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