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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穿海之旅

10 月 22 日 10 时许，宁波舟山港主航道之一
的金塘水道舟山侧海平面下 42 米深处，“定海号”
盾构机不停转动刀片，穿越金塘岛海堤，由陆域
段进入海域段掘进施工，这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
高铁隧道开启“穿海之旅”。

“定海号”盾构机进入海域段施工期间，将面
临海堤保护、海堤下排水板缠绕刀盘，以及穿越
航道、锚地等多种风险。同时，也需要解决复杂地
质刀盘结泥饼、刀具磨损，高水压条件下盾构机密
封，以及长距离掘进高精度对接等技术难题。

“隧道最大埋深将达 78 米，盾构机所面对的
水压最大为 0.84 兆帕，相当于成人手掌面积承受
近 1 吨的重量。”中铁十一局甬舟铁路金塘海底隧
道项目负责人张金涛说。

林上军 周杭琪 方智斌 姚峰

第一时间完成首笔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再贷款业务审批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争做金融新政落地先锋
本报讯 9月 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将创设证券、基金、保险
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
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大幅
提升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增持能力。创设专项再贷
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
持回购、增持股票。10月 18日，人民银行联合金
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发布《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
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股票回购增持贷

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和主
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其回购和增持上市公司
股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浦
发银行杭州分行秉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争做
金融新政落地实施的先锋力量，在国庆节后第一天
召开“新政解读会议”，引导全行上下深入学习领
会通知文件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组建新政落实工
作小组，主动联系政府部门梳理项目清单；组建融

合团队，制定融资服务方案。10月 22日，浦发银
行杭州分行完成首单上市公司股票回购贷款业务审
批，授信金额近亿元，为辖内民营上市公司股票回
购提供了及时的资金保障，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下一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将加大响应国家提
振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的力度，加快布局“五大赛
道”，续写“五篇大文章”的深层内涵，切实为区
域内上市公司提供专业、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实
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言莺

长三角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信息共享联盟在浙成立

浙江已建成16个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
本报讯“全省目前有 900多份丝瓜种质资源，

来看看我们的展示区，有铁皮丝瓜、八棱丝瓜、南极星
丝瓜、临平香蕉丝瓜、苹果丝瓜、牛奶2号丝瓜……”

10月22日，在位于浙江省农科院杨渡科研创新
基地内的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种质资源圃
里，浙江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董文其指着吊在
藤蔓上长短胖瘦不一的丝瓜如数家珍，“喏，利用这
个‘糯米丝瓜’种质育成的丝瓜新品种‘浙丝203’，还
入选了今年浙江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会的

‘十大推介品种’。”
距离资源圃数百米远处，耸立着一栋三层楼高

的综合楼，旁边紧挨着一座冷库，这里就是去年7月
正式运行的浙江省第一座综合性种质资源库——浙
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实现了“楼”“库”“圃”相
结合，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牵头建设、浙江省农科院负
责日常管理运行，设计容量45万份，目前保存各类农
作物种质资源1.1万份。浙江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林福呈表示，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的揭
牌运行，大大改善了浙江省种质资源中长期保存条
件，为储存和整合农作物优异基因资源夯实了基础。

为进一步推动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加强生
物育种科技合作，22日，长三角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技术交流会在浙江省农科院杨渡科研创新基地开
幕。长三角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信息共享联盟在会上
成立。与会专家围绕浙江省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种质资源研究的实践体会、作物种质资源基础性
工作及保存技术、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技术和设备的
应用等主题展开研讨，并现场考察了浙江省农作物

种质资源中期库及其特色资源展示区。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农业种质资源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资
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
础。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吴早贵介绍说，浙
江省高度重视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自建国
后共为国家种质库提交了11027份资源。通过第三
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浙江省新收集到农作
物种质资源3222份，其中东阳红粟、舟山海萝卜、武
义小佛豆、庆元白沙杨梅等 4份地方特色种质资源
入选了全国“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

“为全面提升种质资源保护能力，浙江省先后累
计投入 6000余万元，在全省统筹布局，推进库圃结
合的省级资源集中保护体系建设。”吴早贵说，目前
已建成省中期库、丽水茶树、金华水生蔬菜等 16个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确定浙江大学等25家单
位为省级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共保存各类作物
种质资源12万份以上。其中，保存的水稻种质资源
数量居全国首位，茶树遗传多样性为世界第一。与
此同时，依托科研院校技术力量，浙江先后启动水
稻、玉米、大豆、蔬菜等作物资源的鉴定任务，已完成
3000多份水稻、玉米、蔬菜种质资源的基因组重测
序，筛选出优异、抗病抗逆种质资源 244份，推动了
新品种的创制培育。

对于省级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国家作物种质资
源库研究员卢新雄在报告中建议，要以对种质资源
的保护、鉴定评价和信息化为基础，以基因发掘和种
质创新为根本，收集保存资源要突出地方或区域特

色，研究工作方向要满足国家和省里的发展需求。
种质资源的共享利用，是推进种质创新、推动资

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的重要前提。本次交流会
上，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国家都市特色作
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上海）、江苏省种质资源中期库、
安徽省农业种质资源中心库等4家单位联合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成立长三角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信息共
享联盟，构建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共享网，开展联合
调查与收集，实施种质资源全面鉴定评价，培育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通过集合长三角范围内的
农作物种质资源科研力量与资源，加速长三角地区
乃至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事业的全面发展，提升在
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表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制，加大种源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
种。这为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指明了方向。
长三角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信息共享联盟的成立，为
种质资源的共享利用提供了优秀范本。他建议长三
角三省一市以共享联盟成立为契机，加大种质资源
保护体系构建，加强优异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与创新
利用，促进种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交流会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农科
院主办。来自全国 24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种
库，以及中国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院
校相关代表共170余人参会。

本报记者 江英华 通讯员 裘小燕

普
惠
金
融
与
绿
色
金
融
融
合
创
新

两
年
间
，丽
水
金
改
成
效
显
著

本报讯 记者从人民银行丽水市
分行了解到，丽水市推进普惠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建设两年来，
联动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改革试点，全市上线推出的“生态
抵质押贷”已达 10余个品种之多，包
括GEP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林权抵
押贷款、公益林补偿收益质押贷款、
国家公园林地地役权收益质押贷款、
农房抵押贷款、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水利工程产权抵押贷
款、生态项目收益权质押贷款、生态
商标权质押贷款、生态专利权质押贷
款、用能权质押贷款等类别，余额达
321.8亿元。

立足“生态第一市”自然禀赋，当
地组织开展生态资产确权颁证，开发
上线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组建“两山合作社”对生态产品收储
开发。9月，丽水市国家公园林地地
役权生态补偿收益质押贷款强基试
点项目首笔贷款落地景宁县。由国
家公园保护中心联合农商银行，根据
林农同意申请书建立林地地役权生
态补偿收益账户监管机制，创新推出

“账户监管+利率优惠+整村授信+线
上办理”普惠绿色金融模式。农商银
行根据林农年度收益金额的 20倍给
与贷款授信，提供低于信用贷款 210
个BP的优惠贷款利率；若贷款不良，
由银行从收益账户中扣划补偿收益
直至本息全部偿还。

依托“两山合作社”创建林业碳
汇合作收储开发模式，丽水在林业碳
汇收储交易端和生产端组建交易资
金闭环，探索国家储备林银团贷款支
持林业碳汇储备基地建设。如庆元
国家储备林项目就成功获得了商业
银行银团授信 9.6亿元。目前，以林
业碳汇预期收益权为质押物的“浙丽
林业碳汇贷”，已在丽水辖内4个县实
现推广。

丽水素有“中国水电第一市”之
称，年均发电量 70亿千瓦时，789座
装机5万千瓦以下的小水电站的高质
量发展和现代化转型存在大量资金
需求。去年初，丽水以取水权（取水
许可证）为抵质押物推出“取水贷”，
共完成贷款授信 347.8亿元，实际融
资 115.6亿元，相关做法获评全国基
层治水十大经验。青田雅洋汇水电
站运行二十多年，面临设备老化、机
组效率较低，通过取水贷融资，获得
了 335万元改造资金，使得水资源得
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走进景宁县大均乡，记者用微信
扫了扫村民季香球家门上的信用户
二维码，显示生态信用评级五星，授
信额度 30万元。在农村小额贷款信
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丽水全面构建
生态行为正负面清单和指标体系，围
绕个人、行政村、企业三类主体分别
构建生态信用评定机制，将个人“绿
谷分”“生态信用村”以及企业生态信
用等级等运用于贷款准入、额度、利率等审批流程，创新

“生态信用贷”，余额实现46.4亿元。
季香球在有资金需求之时，只要到村口的“两山”转

化金融服务站，通过 5G设备连线视频柜员，凭“生态信
用”积分，就能在家门口直接申请、使用、归还贷款。

而如今，大均乡的金融服务站又升级为“政电银”一
体化综合服务点，被赋予了政务服务、电力业务和金融
服务的便民一站式办理功能。

目前，丽水市绿色贷款实现大幅、快速增长，2022、
2023年增速分别高达 67%、70%，高于全部贷款 45个百
分点以上，二季度末贷款余额899.7亿元，达到试点初期
的2.6倍。 本报记者 赵琦

创新投入持续增加 新兴产业较快发展

浙江新质生产力培育加速
本报讯“总的来看，浙江的新质生产力在加快培

育、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10月23日，在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4年
前三季度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统
计局总统计师褚英国介绍，浙江立足自身优势，统筹推
进三个“一号工程”，迭代升级“8+4”经济政策体系，大
力实施“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和服务业高质量

“百千万”工程，聚焦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三
季度，浙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亮点诸多。

褚英国表示，可以从三个维度看出这一趋势。
一是浙江创新投入持续增加。2023年，研发经费投
入2640亿元，比上年增长9.2%，增速高于全国0.8个
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3.2%，比上年提升0.1个
百分点，高于全国0.55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总量
继续保持全国31个省（区、市）第4位。今年1—8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7.9%，增速比
营业收入增速高2.5个百分点；研发费用相当于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3.1%，比去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
二是新兴产业较快发展。前三季度，装备、高新

技术、战略性新兴和数字经济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
别增长10.3%、8.5%、7.7%和7.5%。规模以上工业新
产品产值增长5.7%；新产品产值率41.9%，比上年同
期提高 0.3个百分点。服务机器人、智能手机、新能
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呈现两位数增长。传
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十七大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8.6%，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0个百分
点，贡献率为64.5%。其中，汽车零部件、低压电器、
纺织、文体用品和金属制品等传统行业增长较快。
新兴产业以产业集群方式快速发展，1—8 月，

“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达 5.8万亿元，增长 6.7%。游戏动漫产业增势
较好。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球，1—8月，规模以上互
联网游戏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4.9%。

三是高新技术产业相关投资比较活跃。前三季

度，从工业看，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汽车等制造业投资均为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全
部投资增速；从服务业看，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服务业
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9.2%，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5.9个
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2.6%。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结果，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62618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增加值 1554亿元，增长 3.7%；第二产业增加
值 25670亿元，增长 6.3%；第三产业增加值 35394亿
元，增长4.8%。

褚英国表示，下阶段，随着数字经济创新提质
“一号发展工程”等各项已确定的政策落地见效，新
型工业化扎实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现代
服务业强省加快打造，浙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将
进一步显现，全省经济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

本报记者 王航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