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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怡 通讯员孙嘉隆）记者 9 月 6 日从江苏

省无锡市科技局获悉，无锡科技金融生态联盟战略签约并启动。

“科技金融是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为基础，以创

新金融产品、服务模式、业务流程为手段，以服务科技企业发展、推

进科技创新进程为目标的金融活动，能够有效缓解科技企业融资

难问题。”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党委委员刘明说。

据了解，近年来，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积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大局，

围绕绿色金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的金融需求，灵活

运用金融产品，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切实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截至 2022年底，该分行累计服务企业客户近 3万户，投放各类

贷 款 超 350 亿 元 ，贷 款 增 长 12.51% ；其 中 普 惠 小 微 贷 款 增 长

24.81%，支持普惠小微企业 9810户，居当地股份制银行第一；QFLP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基金托管落地数量及认缴金额，市场排名

第一，落地全国银行间市场首批用途类科创票据、无锡市首单可持

续发展挂钩债等。

据介绍，招商银行金融服务的创新不只体现在机制与产品服

务上，还体现在服务模式方面。其中，该行遵循科技产业发展逻辑

与科技企业成长规律，搭建“基金+园区+产业”一体化的服务组织

模式，通过对三类主体的协同经营实现服务模式的创新与核心服

务能力的提升，助力形成“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相融合

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

江苏无锡：

打造科技金融生态体系

记者 9月 6日获悉，“GSBN-海贸服务平台首单散货跨境贸易

海运电子提单贯通签发仪式”日前在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总部经

济区（生态 CBD）的海南能源交易大厦举行。此次业务是国内首

单采用电子提单的散货离岸贸易业务，对海南自贸港建设具有重

要的里程碑意义。

海口江东新区建设始于 2018 年 6 月，是海南省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重点区域。2020 年 6 月 3 日，海口江东新区正式挂牌“海南自

由贸易港海口江东新区”。

3 年来，海口江东新区紧扣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集中展示

区”和“现代服务业示范区”定位，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落

地建设，招商投资等方面全面提速，聚焦“4+X”产业发展方向，在

临空经济、新金融、消费精品、数字智慧及出口型、外向型产业领域

取得一系列亮眼成绩。

营商环境助力高质量发展

“江东新区的经济指标大幅度增长，园区营业收入从2019年的189

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3116亿元，税收从2019年的7亿元增长到2022

年的57亿元，年均增长105%。”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负责人介绍。

园区产业发展令人瞩目，项目建设快速推进。2020年以来，园区

累计招引重点企业356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39家。在总部经济方

面，依托自贸港便利的政策，已重点招引总部经济型企业80家。在临

空经济方面，已招引中州航空、华龙航空、中航租赁、傲基科技等53家

企业，部分产业初具雏形。截至2023年6月底，海口江东新区累计存

量企业28616家，1—6月新增企业数4647家，同比增长36%。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营商环境的支撑。海口江东新区紧

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大力探索制度集成创新。

近年来，海口江东新区推出的“重点园区‘不找人’‘不见面’

‘零接触’即审即批”案例被海南省委深改办纳入自贸港制度集成

创新案例；“工程建设项目‘一件事一次办好’”案例由海南省营商

环境专班认定为省级营商环境示范案例发布。

此外，海口江东新区探索“离岸贸易结算‘事前审查’转‘事后核

查’新模式”等 4项案例获评海口市制度集成创新优秀案例。其中，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省统一化、标准化、信息化》于2023年6月获评

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案例。

在实施特别极简审批的基础上，海口江东新区深化工程审批

改革，多措并举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

审批效率。

目前，在海口江东新区，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由承诺

7个工作日压缩到 4个工作日，其余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事项的

承诺办结时限皆压缩到 3 个工作日或 3 个工作日以下。政府投资

类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限压缩至 14个工作日、社会投资类压缩至 12

个工作日、社会投资类小型项目压缩至 5个工作日，行政审批类事

项审批时限压缩 90%，实现全省领跑。

民营企业获得感真真切切

记者走进海口江东新区的圆通海南区域快递集运枢纽中心操

作场，一批批进出港快递在先进的自动化智能设备上迅速分拣，在

规定区域集散中转。

得益于项目落地江东新区，海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在海南的

总业务量从 3年前平均每年 38万件增长至每年 1.5亿件，同比增长

近 400 倍。该公司总经理王贤飞介绍，圆通海南区域快递集运枢

纽中心操作场（2 号楼）项目从落地起就得到了江东新区管理局的

全力支持，投入生产后，现在每天处理量可达 65万件，高峰期每天

预计处理量达 150万件，时效和质量提升了将近 60%。

在海口江东新区加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展示

台上，浓郁的巧克力香气扑鼻而来，海盐薯片、橙子姜汁、咖啡爆米

花、薄荷黑巧等 10 多种口味的巧克力一字排开，令人垂涎欲滴。

公司总经理孟伟伟介绍，企业生产的巧克力原料来自欧洲、加拿大

等地，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超 30%免关税政策是企业落地海南的

最大吸引力。

2021 年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加拿大绿色巧克力工

厂有限公司签约落地江东新区。2022 年 4 月，海南工厂一期开始

投资建设；同年 9 月，一期三条生产线已进行投产试运行，目前一

年可达到 8000万元的产值。

记者了解到，加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不久前

通过了海关高级认证，成为海口江东新区首家通过 AEO 认证的企

业，也是今年海南首家通过 AEO 认证的企业。该公司将于近期启

动在江东新区高端消费品产业园二期项目，其中包括成立专门研

发中心，提升企业研发能力，结合本土特色资源，推出更多绿色天

然巧克力。

海口江东新区建设

三年成势业绩亮眼

高原秋早时，微风拂过阵阵凉意。绮丽天色下，一排

排光伏矩阵如蔚蓝大海般漫无边际。近日，记者跟随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专家组一行，走进全

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位于青海省海南藏

族自治州共和县的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探寻这里的“生

态奇迹”。

青海海南州，因坐落于青海湖之南而得名。这里，有

风光无限的光伏资源，有取之不尽的地下热能，有天然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良好生态、绿色发展、循环低碳等“关

键词”，为海南州不断注入绿色动能。

2022年，海南州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在“江河源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海南

州正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打造江河源区生态保护与治理引领

区、高原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样板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光伏板下“光伏羊”塔拉
滩上有奇观

“板上发电、板下牧羊，‘光伏羊’可是咱光伏园的功臣

呐！”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黄河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宁向专家组介绍

塔拉滩的巨变。

光伏发电并不鲜见，但光伏板下两万只羊儿当“义工”

免费锄草，可算是“奇观”。畜牧与光伏在这里交汇融合，

唱响着“生态+能源”的可持续奏鸣曲。

李宁介绍，塔拉滩光电园区海拔将近 3000 米，阳光强

烈，不适合植物生长，原本的荒漠化率高达 98.5%。塔拉滩

风沙大，光伏板很容易被大风卷起来的沙石损坏。于是，

工作人员撒了不少草籽，用来防风固沙。

在光伏板的遮蔽下，草长起来了，但麻烦也随之而来——

草杂乱无章地生长，遮挡住了光伏板，降低了光伏板发电的转

化率，并且冬天还存在火灾隐患。

2015 年，黄河公司与共和县铁盖乡签订协议，将哈汗

土亥村、上合乐寺村和下合乐寺村总共 16户养殖户的羊群

放进了光伏园。为了让羊儿能够畅通无阻地食草，园区工

作人员开展了光伏支架型式的研究，将光伏组件的离地间

隙从原来的 50 厘米抬升至 120 厘米，拓宽了羊群的“绿色

通道”，实现了“板上发电、板下牧羊”。

现在的塔拉滩不仅有 8000万度的年均发电量，还实现

了园区风速降低 50%、土壤水分蒸发量减少 30%，植被覆盖

率也恢复到 80%，土地荒漠化得到遏制。每年的牧草产量

达到 11万吨，存栏的“光伏羊”达到两万多只。

受邀进园区放羊，周边村民们拓宽了收入渠道，得以

脱贫致富。这种牧光互补的模式，实现了经济、环境效益

双赢，也丰富了清洁能源产业的内涵。“你们看，塔拉滩上

不仅有‘光伏羊’，还来了狐狸、狼、野鸡，这照片里还有一

窝鸟蛋，光伏发电改善当地环境，遏制了土壤沙化，为当地

牧民增收，一举多得！”塔拉滩的变化，令国家黄河中心总

体专家组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德智感慨道。

共和盆地热力足“零碳
城市”宜康养

地上有“光”、地下有“热”。共和盆地之下，还蕴藏着

巨大宝藏。

“这是青海省首个地热供暖改造示范项目，该项目实

施后不仅充分利用了能源，降低当地热用户的单独用热成

本，大大改善了城镇的空气环境，还将为创建青海省清洁

能源供暖示范县发挥重要示范作用。”在共和县恰卜恰地

区地下热水资源供暖成果示范转化基地，共和县发展和改

革局局长杜苏海向记者介绍。

经初步探明，共和盆地 200 平方公里范围内贮藏有

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资源种类齐全，浅层地热能、地下

热水、干热岩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均有发现，开发潜力较

大，利用前景广阔。

杜苏海介绍，项目采用“取热不取水”的理念，通过一

采一灌和四级取热方式，实现了共和县城北新区 1 号片区

供热面积从 5万平方米扩大到 22万平方米的目标。

他说，2020 年 7 月青海省能源局批复共和县地热供

暖改造示范项目，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

2021 年 10 月，该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供暖进入第二年

后，每年节约天然气 134.71万立方，减排二氧化碳 21万吨、

硫氧化物 1500 余吨，大大降低了热用户的单独用热成本，

全面改善了城镇空气质量，也为创建青海省清洁能源供暖

示范县和打造“零碳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地热供暖项目不受气候和资源条件影响，输

入少量电量即可完成地下热量的开采、提取、输配，比天然

气供热系统节能 40%，比电锅炉系统节能 60%以上。

恰卜恰地区深层地热水中矿物质成分达到医疗矿水

水质标准，具有较高的医疗保健价值。共和县还将以地热

温泉为主题，以温泉康养、住宿餐饮为支撑，打造“温泉小

镇”品牌，进一步拓展地热资源应用领域，促进旅游产业提

质增效。

天然牧场生态好 牦牛乳
品销售旺

“青海湖”牦牛奶从青藏高原来到上海，陈列在市内多

个商超货架上。

“来自青海的牦牛奶口感真不错！”8 月 29 日，上海市

民王女士照例在超市选购孩子们爱喝的青海牦牛奶。

不仅有光、有热，而且还极富绿色畜牧业资源。作为

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和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

验区之一，还作为青海省最大的农牧交错区、全省畜牧业

大州之一，海南州草场面积达 5100万亩，各类牲畜存栏 546

万头（只）……

海南州通过大力发展有机产业，加强有机产品认证，

塑造有机产品品牌等方式，打造出了“青海湖”等一系列乳

业名牌产品。

“目前，企业拥有灭菌乳、发酵乳、含乳饮料和固态牦

牛乳粉四大类产品和 50 多个品种，产品遍布全国各地。”8

月 20 日，记者走进青海雪峰牦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陈

列间，扑面而来的是奶香四溢的乳制品，牦牛鲜牛奶、“蓝

公主”酸奶、牦牛奶粉、奶片等产品琳琅满目，工作人员正

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各类产品。

穿好工作服、戴好发套脚套，穿越一道道无菌门，记者

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无尘车间，包装车间内的工人们正专注

忙碌。一袋袋牛奶从产品的原料初加工到精细化生产再

到检测装箱、贴标包装，直至装车运出。

雪峰乳业负责人介绍，通过空运，当天生产的产品次

日中午 12时便可抵达外地超市。

立足海南州，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和原

奶无污染的原生态环保理念，“青海湖”乳制品在市场中取

得了良好的声誉和销售业绩。

海南州科学技术局局长谢康勇介绍，近年来，海南州

积极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区，牦

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体系实现全覆盖，特色农畜产品发

展壮大，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0.2%；并成功培育了

3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42 个绿色食品和 59 个有机产品。

如今，海南州发展的绿色脉络越发清晰。“海南州将实

施生态保护与治理提升、生态农牧业绿色发展促进、新经

济增长点培育、生态文化旅游惠民、科技创新支撑五大行

动，全力促进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努力为青藏高原

乃至世界同类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可借鉴的海南模式、青海经验。”谢康勇向科技日报

记者表示。

青海湖之南的“绿色崛起”
——青海省海南州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纪实

图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图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该园该园
区为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区为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蕴张蕴摄摄

9月 7日，记者走进甘肃省康县长坝镇

福坝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只见黑黝黝、肥

嘟嘟的黑木耳竞相“绽放”。洁白如玉的秀

珍菇、黄灿灿的金耳、朵大肉厚的灵芝、肥嘟

嘟的黄纵菌……各类菌种都到收获的季节，

农户们正忙碌地采摘菌类。“目前，我们已经

收到了上千个订单，现在全公司都在加班加

点赶制订单。”康县食用菌种植带头人、福坝

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杨满辉说。

康县冬暖夏凉、空气湿润、雨热同期，

林下土壤优质，山泉水丰富，典型的亚热带

向暖温带过渡性气候，为食药用菌生长创

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由于

科技加持，各种菌类在这里竞相“绽放”。

“后天发力”用足“先天优势”

“康县食用菌种类非常丰富，木耳、香

菇、天麻、羊肚菌、牛肝菌、竹荪、猴头等一

系列菌类都适宜康县种植且品质上乘。在

科技助力下，这些菌类得以批量生产，为群

众增加了不少的收入。”杨满辉告诉记者。

作为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食用菌

种植具有“短、平、快”的特点，是康县群众

增收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近

年来，为进一步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康县

坚持走科技兴农、绿色发展之路，积极与甘

肃省科技厅专家团队合作。在专家团队的

精心指导下，康县食用菌产业向特色化、规

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食用菌产业是我镇的优势主导产

业。2023 年，全镇发展袋料木耳基地 29

处，袋料木耳、香菇菌袋累计投放 400 多

万袋，预计收获成品黑木耳等食用菌共计

50 万斤，产值达 1500 多万元。”康县碾坝

镇党委书记熊涛说，“县里给予了一定的

产业奖补资金支持，群众尝到了甜头，劲

头越来越足。”

截至目前，康县产业化种植菌类 24 类

130个品种，食用菌总产量达 642.9万公斤，

产值约 2.15亿元。

其中，“康县黑木耳”品牌产品因质量

好、品质优和畅销度高，更是进入了“中国

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 100 强”名单，品牌估

值达 0.38亿元。

三产融合深挖产业潜力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用菌产业是

康县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乡村振兴的特

色产业。未来如何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如何让食用菌产业一步步从

“低小散”走向“高精尖”，从“脱贫产业”变

成“富民恒业”？

康县按照做优做强特色食用菌、做特

做精珍稀食用菌、做好做大食用菌全产业

链发展的工作思路，积极搭建产学研平台，

打好科技成果转化供给、需求、服务、保障

“组合拳”，着力强化品牌打造、机制构建、

要素保障和综合效益，初步形成了多元化

全产业链食用菌产业发展体系。

记者了解到，康县共有康元、金强、康

垚等食用菌品牌 5 个，涵盖木耳、金耳、天

麻 、香 菇 、羊 肚 菌 等 食 用 菌 系 列 产 品 12

个。康元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已成

功转化灵芝孢子油胶囊、蛹虫草粉片、菌

苷肽口服液、浓缩猴头菇片等科研成果，

以天麻研发为主的食药用菌项目也正强

力推进中。

采摘食用菌、参观展示馆，品尝特色

宴、购买食用菌产品。今年，福坝农业产业

科技示范园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旅

游，而且成了福坝村旅游的新亮点。

“我们在大力发展食用菌提取产品、冻

干食品、调味品等加工业，推动食用菌产业

向深加工转变的基础上，推动采摘、餐饮休

闲、文化旅游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全力推动

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培育起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食用菌产业链。”康县食

用菌中心副主任王和飞告诉记者。

同时，康县把食用菌特色餐饮和文化

旅游融入城乡发展规划中，打造了天麻小

镇、木耳小镇等一批以食用菌生态观光、采

摘体验和饮食文化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线

路，开发了“天麻宴”“菌菇宴”等特色餐饮，

并通过食用菌企业电商平台、农产品电子

商务中心（站），不断加大食用菌生态观光、

采摘体验、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文旅产业培

育力度，推动食用菌产业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2022 年，康县实现旅游收入 9.6 亿元，

食用菌综合产值达 2.15亿元。

甘肃康县：把“小菌菇”做成富民大产业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陈 佳

甘肃省康县福坝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工作人员正在采摘秀珍菇。 金荣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