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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端找农资企业，在信用端联银行，用供销端惠农户

乐清供销农资贷免息免担保

本报讯 乐清市盐盆街道一农资经营网点负责
人日前收到了由当地农业银行发放的20万元“供销
农资贷”。有了这笔贷款，其采购了更多农药、化肥
等农资产品，为农户春耕提供更充足的保障。

为切实增强为农服务能力，缓解小微农资经营
主体在农资购销中“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 3
月，乐清市供销合作社携手农银乐清支行、浙江丰年
农资有限公司，将传统农资业务与金融服务结合，共

同推出专属融资担保服务“供销农资贷”。达到从生
产端找农资企业，在信用端联银行，用供销端惠农
户，搭建“政银企农”沟通联系平台，以“农资贷”集中
解决农资经销经营主体在农资、信贷、销售等方面的
需求，为春耕生产提供强有力的农资保障。

据悉，“供销农资贷”是一项惠农农资分期贷款，
农资经营网点、农业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不需要担
保，也不需支付利息即可申请最高额度为50万元的
农资贷款，采购农资所产生的利息则由农资公司予
以全额补贴。

往年春耕备耕时，部分农户会通过赊账形式向
农资公司采购农资，待农作物丰收后还款，这就造成

农户融资难、农资公司垫资压力大等问题。“供销农
资贷”的推出，大大缓解了涉农经营主体在农资购销
中的资金压力，促进农资采、供、配各环节畅通衔接，
实现集采保供保质优价的适配目标。该惠农金融产
品推出一个月来，已办理7笔贷款，金额达260万元。

免息、免担保，“供销农资贷”的贷款门槛又是怎
样的呢？据农业银行乐清支行工作人员介绍，银行
根据供销农资经营主体整理出的农户清单，依据农
户经营规模测算授信额度，再根据“订单农资”将贷
款发放至农资公司。这相当于为有贷款需求的农户
支付了一笔农资采购预付款，农户可随借随还，办理
流程简单快捷。 孔丽琴 蔡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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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博助企激活发展引擎 百家学会厚植创新生态

浙江深化“希望之光”组合式人才帮扶
本报讯 浙江省深化“希望之光”组合式人才帮

扶暨“千博助千企促共富”行动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天
台县召开。多个国家级、省级学会，杭州、温州、金华
等 7个设区市及 30个山区海岛县人才办、科协负责
人，“科技副总”“产业教授”、建站企业代表等参会。

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全省“希望之光”组合式人
才帮扶和博士创新站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要求在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再进一步优化
机制上更好发力，不断提升帮扶团人才结构和工作
内涵，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才帮扶工作更具内
生动力。

台州作为民营经济发祥地，始终坚持以人才破
题、以创新突围，构建“产业需求—人才引育—成果
转化”全链条生态，全力推动人才与产业需求精准对
接、深度融合，助力民营经济先行领跑，已形成三大
标志性成果：天台县“大车配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成为产业创新高地，仙居县打造全省山区县唯一“浙
江制造”协同区，三门县崛起为“中国胶带工业城”。
这些突破性进展的背后，是人才帮扶机制的持续发
力——

“希望之光”点亮共富画卷，254位专家跨越山
海，在台州山区海岛县累计服务企业 96家，培育技
术骨干超千人，成功破解4项关键产业技术难题，落
地转化8项重大科研成果。

“千博助企”激活发展引擎，182座博士创新站扎
根产业一线，其中 57座挺进山区县，累计解决胶带
配方优化、医疗器械精密加工等“卡脖子”技术难题

近 500项，推动 150余项专利成果转化，直接创造经
济效益近百亿元。

“百家学会”厚植创新生态，整合109家国家级、
省级学会资源，构建起覆盖11个重点产业的创新服
务网络，3000余场科技服务精准滴灌，8家国家级

“科技小院”成为产学研融合典范。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考察了天台天合智谷

科创平台，浙江银轮机械、台州元熔金属等“希望之

光”组合式人才帮扶点，及得一斋农业等博士创新
站。会上，浙江省科协与 4家国家级学会共同签订
共富驿站协议书，并发布了第一批国家级、省级学会
促共富服务清单，涉及技能鉴定类、团体标准制定服
务类、人才技术服务类、培训类等四大类27条；聘任

“科技副总”与“产业教授”；举行第四批省级博士创
新站建站单位代表颁证仪式；天台县委、省自动化学
会单位作典型经验交流。 本报记者 叶扬

中欧双快物流模式全国首发
“皖甬欧”双快精品线路助力“新三样”直达欧洲

本报讯 4月30日，一批满载着国产太阳能光伏
板的集装箱，搭乘“合肥—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精
品快线直达宁波舟山港铁路穿山港站后，被装载至
码头侧的“嘉华宁波”轮，通过“中欧快航”顺利开启
直达德国威廉港的航程。这意味着“皖甬欧”双快物
流精品线路顺利贯通，这也是国内首创的“海铁联运
精品快线+中欧快航”中欧双快物流模式成功首发，
为后续宁波舟山港“中欧双快物流”模式全面推广奠
定坚实基础。

“中欧快航”是宁波舟山港与威廉港“点对点”直
达航线，不挂靠任何中转港，货物在途时间仅需 26
天，较传统方式减少约 12天，是长三角地区至欧洲
最快的直达航线。航线自2024年12月30日开通以

来，实行月班运营，打通了国内制造业集群与欧洲消
费市场的快速通道，基本实现了电动汽车、锂电池、
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满仓运营。

“合肥—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精品快线作为稳
居宁波舟山港省外班列年发运量第一的海铁联运线
路，可保障货物 24小时内抵达宁波舟山港，且较传
统运输方式节约物流成本 40%至 60%。今年 4月，
合肥北站推出“循环班列”运输模式，依托铁路系统
优先保障机制，固定车底，直接装卸，进一步压缩在
途时间至18小时。

“以前，我们的太阳能光伏板要去欧洲，一般会
走中欧班列，但中欧班列承载能力有限，有货物滞留
现象。”合肥某外贸企业负责人介绍，现在，这条“皖

甬欧”双快精品线路给内陆外贸企业提供了另一个
好的选择，有效缓解因中欧班列运力紧张等问题给
企业带来出货难的现状，为全球供应链畅通提供有
力支撑。

此外，依托宁波舟山港在德国威廉港的临港海
外仓，抵达德国的货物可通过多种联运方式运往北
欧、中东欧、波罗的海沿岸等地区国家，铺开一张“30
天”点到点国际物流网络，充分展现了“宁波舟山港
速度”。

下一步，宁波舟山港将以近30条海铁联运快线
为抓手，稳定加密“中欧快航”班次，持续打造更多

“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双快物流通道。
贺佳颖 林上军

只有落后的企业，没有落后的产业

浙江传统产业各显神通“焕新”
浙江传统产业的“焕新”思路正进一步拓宽。
近日，浙江省传统优势企业内生裂变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现场会在杭州召开。现场会上，传统企
业是主角，讨论的话题则是如何内生裂变和培育新
质生产力。

此前，当人们谈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多是将目
光聚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较少谈及传统
产业。事实上，“只有落后的企业，没有落后的产业”，
浙江的传统产业已在催生新质生产力上各显神通。

激活内生项目成新风向

“近三年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 18.7%”“2025年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制造业
投资同比增长18.8%”。会上，绍兴市经信局相关负
责人分享了几组数据。他表示，当地制造业蓬勃的
发展势头，得益于 2023年就开始谋划的“内生挖潜
力”工作，激活了本地传统优势企业的发展信心。
2024年绍兴内生项目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比重从上一
年的47%提高到56%。

内生项目，即本地企业再投资的项目。眼下，在
做好对外招商引资的同时，培优本地企业、生成好项
目，成为地方发展的新风向。

如何激活本地传统优势企业的内生动力？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当下，这一命
题有了更多想象空间。

这几年，浙江纺织、服装、化工等传统行业的企
业，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
广泛渗透到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业务模式等改造
中，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同样培育出了新质生产力。

比如万事利丝绸研发的水印染一体机，体积小、
速度快、无污染，让 1米起订成为可能，开辟出个性
化定制的新赛道；安富新能源以低压电气起家，抓住
了超充风口，其所建的超级充电站，让新能源汽车充
电实现“一秒一公里”，成为另一个行业的佼佼者。

激活内生项目，对浙江有着深厚的意义。传统
产业是浙江工业的“基本盘”，2024年，全省 17个重
点传统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0%，高于规上
工业 0.5 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 61.6%。可以预
见，如果“基本盘”的活力被大幅激发，浙江工业经济

的空间会有多大。

“传统”亦可是“新兴”

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大飞机，这些新兴产业
跟传统产业或企业有关系吗？大会上，许多企业给
出了肯定的回答。

拿海天集团来说，企业一直在裂变。“海天在深
耕‘注塑机’主业同时，坚持自主创新，裂变生成六大
业务板块，实现从传统制造企业迈向科技型创新型
智造型企业。”海天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天集团的发展裂变，启发了现场参会企业。
他们感慨，有时候企业发展并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而
要不断找到内生裂变萌发点，在不同的风口上新增
不同的业务板块，进而实现增值裂变。

而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传统企业要想突
围，创新已经不可或缺。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企
业，但在具身智能炙手可热的今天，他们也抢到“一
杯羹”。 （下转A2版）

本报讯 2025长江下游 （浙江）
油菜新品种大会近日在杭州召开。
本次大会以“种铸黄花芯、香飘共
富路”为主题，集中展示长江下游
油菜产业在新品种选育、技术创
新、全产业链开发等方面取得的重
要成果，为推进油菜大面积单产提
升行动、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要平台。来自全国油菜研究领
域的权威专家、科研院所代表、种
子企业代表及基层农技人员、种植
大户等 200 余人走进杭州原种场，
观摩油菜新品种、交流新成果、研
讨新举措、共谋新发展，助力全省
油料作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场，占地 95亩的四大模块核
心区内，种植着来自全国的 80个油
菜新品种，其中全国早熟短生育期
油菜品种 10个，最短生育期为 174
天；国家 （长江下游） 油菜品种 34
个，来自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 9个
省市，根据品种登记平台查询得
知，这些品种登记的含油量均在
46%以上，13 个品种含油量超过
50%，25个品种的产量超200kg，产
量最高的品种可达238kg；浙江省自
主选育的高产高含油量油菜新品种
30个；彩色油菜品种 6个。在 80亩
的示范展示区内，分别种植着浙江
省农科院作核所选育的新优品种：

‘浙油杂 204’‘浙油 208’‘越优
577’以及‘越优757’。

从油菜区来到农机展示区，油
菜毯状苗移栽机、气动式条播机以
及无人机飞防等一系列智能化农业
机械装备逐一亮相。

“这些新品种的产量较以往品种
高很多，而且它们还具有高产、高
油、多抗、早熟短生育期等优良特
性。”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余华胜在
现场观摩中向大家介绍，油菜新品
种不仅榨出的菜籽油品质卓越，而
且种植效益高，便于机械化种植，
将为长三角地区油菜产业注入强劲
动力。

据了解，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
率仅为 33.6%，对外依存度高且进
口来源地高度集中，存在巨大风
险，利用稻田冬闲期种植油菜，
发展稻油多熟制生产，是在确保
粮食生产基础上增粮扩油保供的
重要途径。

“针对不同熟制地区，南方冬闲
田的利用方式也有所不同，两熟制
地区可种植耐迟播油菜品种，三熟
制地区则适合种植短生育期油菜品
种。”浙江省农科院短生育期油菜团
队负责人倪西源告诉记者，我国双
季稻冬闲田面积约 4200万亩，其中
可形成“油菜—早稻—晚稻”种植
模式的面积总计约 1270万亩，浙江
目前通过推广“油菜—早稻—晚
稻”一年三熟制、冬闲田扩种油菜
等有效举措，2024年全省油菜平均
亩产达 142公斤，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为了让油菜与双季稻等粮食作
物在田里更好“无缝衔接”，浙江正
着力聚焦耐迟播和短生育期两大核
心育种领域，旨在综合集成高产、高油、多抗性以及
双低等诸多优良特性，加速推进更具突破性的农作物
品种培育进程。

油菜好品种如何走进千家万户？成果转化是关键
一环。为促成科企合作，开幕式现场发布了‘越优
1203’‘浙油杂59’‘越优577’等今年主推的十大油菜
优秀品种，此外，浙江省农科院与江苏瑞豪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油菜品
种转让三方协议，为后续协同攻坚、资源共享创造有
利合作条件。

针对目前油菜种业发展重点、产业瓶颈以及生产
过程中关注的问题，报告会上，倪西源和华中农业大
学教授周广生分别围绕“油菜栽培技术”“短生育期油
菜新品种选育及研究进展”两大主题，为大家在选育
栽培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进行解惑答疑，现场还就
油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典型模式进行交流发言。

本报记者 陈嘉宜 通讯员 王语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