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1 日，据最新发布
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
展指数报告（2025）》显示，在全球国
际航运中心城市排名中，“宁波舟山”
历史性跻身全球第七位，这是五年内
的第四次进位，彰显了强劲的综合实
力和上升势头。

争先进位，步步为营。2015年，
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尚处第
23位，历经艰难攀升，直到 2021年首
次叩开全球前十大门。此后更是步
履不停，2023 年、2024 年、2025 年每
年迈进一位，实现了令人瞩目的“5年
4 级跳”。这一持续、稳定的进位历
程，在全球港口城市竞争中尤为不
易、特别显眼。

“进七”的里程碑，是浙江省锚定
“建设世界一流强港和全国港口营商
环境最优省”目标、久久为功的阶段
性重大成果，也有力印证了宁波市和
舟山市在聚力发展航运服务产业上
的显著成效。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
舟山港集团作为推动力量，在其中也
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

支撑“进七”的基石，首推“港口
条件”的绝对硬实力。依托宁波舟山
港全球领先的货物吞吐量和基础设
施优势，“港口条件”指标常年稳居全
球榜首，为持续进位提供了最坚实可
靠的保障。2024年，宁波舟山港完成
货物吞吐量 13.77 亿吨，同比增长
4%，连续16年领跑全球；完成集装箱
吞 吐 量 3930 万 标 准 箱 ，同 比 增 长
11%，增幅创近7年来的新高，稳居世
界第三。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 2104.8万标准箱，同
比增长9.8%，保持着强劲增长势头。

攀升的生产数据背后，是不断夯
实的“硬核”基础设施托底。宁波舟山港拥有全球首个
双“千万箱级”单体集装箱码头，矿石、油气、煤炭三大
亿吨级大宗散货泊位群已然成型。未来增长引擎也在
加速布局，第三个千万级集装箱泊位群——六横港区
佛渡作业区，其通航能力提升工程于去年年底开工，一
期工程深水岸线于今年5月份获交通运输部批复，建成
后将为宁波舟山港新增950米深水岸线。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包含港口条
件、航运服务和综合环境等3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
标，从多个维度衡量国际航运中心的综合实力。因此，
仅有“硬实力”还不够，“软服务”的同步跃升同样至关重
要。两大集团着力发展水上运输、船舶燃料加注、船舶
交易、航运信息服务、国际合作平台搭建等特色优势，持
续提升航运服务能级与水平。

做优做强航运企业，是提升航运服务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一环。浙江最大集装箱班轮企业、集团自营船队
——宁波远洋运力排名全球第24位，上半年新开拓2条
国际集装箱航线；浙江海港内河航运公司扬帆起航，运
营内河船舶超150艘。

精准服务国际航行船舶。作为通过跨港（关）区覆
盖长三角主要加注港口的供油企业、集团燃供企业——
海港国贸上半年累计实现 LNG加注 20艘次、加注量超
11.6万立方米，超去年同期 24倍，并率先完成全国港口
企业首单欧盟碳配额交易，助力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第
四大加油港、全国前三大LNG加注港。

船舶交易平台活力迸发。集团旗下的浙江拍船网
强化区域布局与功能布局，加快新加坡子公司建设，完
成上海分支机构设立，新增租船经纪、新造船经纪等新
业务模式，上半年完成船舶交易额 52.4亿元，同比增长
29%，创历史新高，其中竞拍成交额占据全国同类型拍
卖市场超80%的份额。

信息赋能航运发展。集团旗下专注于港航物流与
国际贸易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专业服务机构——宁
波航交所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在10个国际机构定期发
布海上丝路指数；高水平运营海上丝路航运大数据中
心，累计数据量超20亿条；与上海期货交易所深化合作，
共同推进集装箱运价指数期货产品开发，并启动指数编
制平台建设。

“海丝论坛”金名片效应持续放大，让宁波舟山声名
远播。集团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关于“海丝
论坛是落实对外开放和一流强港建设的有力抓手”指示
精神，高质量举办2025海丝论坛，吸引44个国家和地区
超4000人次嘉宾参会，达成一系列平等互利共识和具体
合作；海丝友港“朋友圈”进一步壮大，扩展到35个国家
和地区的57家机构。

从第23位到历史性跻身全球第七，宁波舟山国际航
运中心排名的每一次攀升，都印证着宁波舟山港口建设

“由大向强”、港口服务“补短扬长”的决心信心和积极实
践。面向未来，“宁波舟山”将紧抓世界贸易东移、全球
港运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机遇，在国际航运中心擂台上
大展拳脚，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球贸易畅通展现更大担
当。 孙耀楠 李攀高 姜焱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浙江省
分行产业客户条线累计发放贷款 263亿元，贷款余
额1002.52亿元，首次迈上千亿元台阶。

深耕“藏粮于地”，筑牢粮安根基。农发行浙江
省分行将服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多田套合”作为
业务重心，着力打造系统内该业务的“先行行、示范
行”。今年以来，该行投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贷款
134亿元，其中5个项目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典型案例，14个项目获评省自然资源厅政策
性金融支持全域整治典型案例。灵活运用“土地综
合整治+”五类创新模式，该行将城乡融合、现代农
业、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深度融合，创新
实践获得总行高度认可，并作为唯一金融机构连续5

年参加全省土地综合整治现场会。
发力“藏粮于技”，赋能农业“智”造。农发行浙

江省分行精心书写“科技金融”大文章，精准对接部
委推送的科技型企业及“两新”项目清单，找准“科技
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壮大—农民增收”全链条，为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围绕种业振
兴，重点支持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种业
龙头企业，助力突破种源“卡脖子”与成果转化。围
绕浙江“134X”现代设施农业体系，做好粮食与“菜
篮子”稳产保供，打造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投放
6.7亿元支持亚洲首个RAS技术陆基三文鱼养殖项
目落地象山。围绕“土特产富”全链发展，聚焦“土”
资源、“特”优势、“产”链条、“富”成色，投放贷款近1
亿元，助力武义县食用菌产业链、仙居县杨梅产业
链、浦江县葡萄产业链等“百链千亿”提档升级，推动
地方“一县一品”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畅通城乡循环，织密流通网络。农发行浙江省分

行聚焦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建强“县城—中心镇—
重点村”发展轴，全力打通“农产品进城”和“消费品下
乡”双向通道。投放流通体系贷款92亿元，重点支持舟
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冷链园区、“义新欧”铁路口岸物
流中心等国家骨干级冷链基地、重大涉农物流节点和
农村物流网络建设，有效织密城乡流通网络，持续保障
重要农产品流通，打通农业产业发展“最后一公里”。

经略海洋国土，打造“蓝色粮仓”。农发行浙江
省分行践行大食物观，将现代海洋渔业作为新增长
点，累计投放海洋产业类贷款3亿元，重点支持舟山
桃花岛渔旅融合式大黄鱼围栏野化养殖等项目，以
政策性金融活水贷动海上牧场发展，为构建东海“蓝
色粮仓”，保障优质海产品供给贡献力量。

近年来，农发行浙江省分行聚焦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全力服务“两藏”战略，支持农业“双强”行动，
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助力缩小城乡“三大差
距”，促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方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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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就是抓虫子作业就是抓虫子

这两天，经过半个月时间的野外采集，浙
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 2023 级的 72 名学生
开始汇集在 7 号教学楼的标本制作实验室里，
将各种昆虫制作成标本，并根据昆虫所属的
目、科、属、种分类摆放：金龟子、独角仙、竹节
虫、碧蛾蜡蝉、凤蝶、蜻蜓……

昆虫学教学实习是植物保护专业重要的教
学环节。今年 6 月底，浙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
专业 2023 级的 72 名学生，接到老师布置的《普
通昆虫学》专业实习实践作业：以 5 人左右为一
组，分组到野外采集昆虫并制作成标本。每组
要采集昆虫纲 18 目 110 个科的昆虫 500 头左
右，并按照要求制作成标本。

“这几年实习下来，学生制作的标本整体
质量在不断上升。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我们的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在不断改善，昆虫的种
类和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指导老师王吉锐
说。 陈胜伟

杭州助力解锁人类智慧“终极密码”

中国脑计划成果首次集中展示
本报讯 7月 10日，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基因组多维解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浙江全省脑
细胞图谱重点实验室联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
研究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国内外30多家科
研机构组成的超300人的科研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
期刊《细胞》及其子刊《神经元》《发育细胞》等同步刊
发了10篇脑图谱研究重磅论文。

其中，浙江全省脑细胞图谱重点实验室依托单
位——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导、参与了其中6
项代表性成果的研究，包括屏状核多模态图谱、哺乳
动物下丘脑发育演化、小鼠全脑单细胞图谱、羊膜类
动物大脑演化、阿尔茨海默病海马体时空组学研究、
小鼠脑出血时空转录组图谱，为中国脑计划开展贡
献了杭州力量。

大脑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系统之一，约含 860亿
个神经元（以及同等数量级的非神经元细胞）。绘制

脑图谱，相当于为大脑绘制了一个高精度地图，定位
每个细胞的“身份”和“地址”，解析神经网络的“交通
规则”。这不仅有助于破解大脑运作的奥秘，还为治
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脑疾病，以及研发类脑人
工智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次刊发的系列成果，借助脑成像、空间转录组
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入解析了大脑细胞类型
多样性、联接规律、发育演化规律及脑疾病分子机
制，实现了在单细胞分辨率下从啮齿类到灵长类的
介观图谱绘制的跨越，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脑科学
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迄今为
止规模最大的团队协作项目，也是国内参与单位最
多的科研成果。科研团队由 3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
构联合组成，汇聚了超过 300位顶尖科研人员。他
们跨越学科界限，紧密合作，共同攻克了脑图谱绘制
中的诸多难题。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攻关模

式，不仅体现了中国科研团队的协作精神，更为国际
大科学计划攻关协作提供了新的范例。

此外，该项目完全依托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平
台。华大自主研发的时空组学技术 Stereo-seq作为
核心技术之一，在单细胞水平上充分解析了大脑细
胞的类型、分布和功能，为揭示大脑的奥秘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前沿工具。

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是杭州市科技局与
华大集团共建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自落地以
来，在省市区各级部门的支持下，成功组建了基因
组多维解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全省空间组学
重点实验室、全省脑细胞图谱重点实验室。研究
院聚焦组学技术、脑科学、再生与衰老、细胞干预
和合成生物学研究，建立了以自主基因组学、细胞
组学和时空组学技术为基础的生命组学大数据平
台，支撑了中国脑计划等大科学计划实施。

本报记者 陈路漫

宇树科技拿下2025年WIPO全球奖

全球知识产权领域最高荣誉首次花落浙江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杭州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经浙江省“金种子”计
划培育并推荐，宇树科技从来自95个国家和地区的
780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2025年全球奖这一国际殊荣，实现了浙
江省在WIPO全球奖上零的突破。这也是今年10个
全球奖获奖者中唯一的中国代表。

宇树科技正是凭借在机器人运动控制、高性能
关节电机及实时系统等核心领域的突破性创新与全
球化的知识产权布局，成功问鼎。

今年初，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群核科
技、游戏科学、强脑科技6家地处杭州的高科技企业
声名鹊起，被称为“杭州六小龙”。作为全球四足机
器人先锋，宇树科技自主研发的领先电机系统与AI
运动控制算法，打造出灵活经济的机器人产品，其

创新成果正加速赋能制造、安防、医疗等多元场景，
新一代拳击机器人将亮相本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
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特斯拉等顶尖产品同台
竞技。该公司已在全球核心市场构筑起完整的知
识产权矩阵，累计提交专利申请 261件、商标注册
643件。

宇树科技自 2016年 8月成立以来，便积极在知
识产权保护上布局，当年便申请“宇树”及“UNI⁃
TREE”相关商标。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兴兴
在多个场合表示，知识产权不仅是企业护城河，更是
行业标准制定权的基础，其目标是通过知识产权积
累“在科技史上留下印记”，推动中国机器人从“追随
者”转向“规则制定者”。

去年以来，浙江全面推进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
企业成长“金种子”计划，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

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通过高价
值专利、专利密集型产品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等维
度精准遴选潜力企业，按产业赛道、发展阶段等标签
分级服务，形成500家样板级、3065家成长级、11361
家孵化级企业培育矩阵，覆盖“杭州六小龙”。其中，
为宇树科技量身定制足式人形机器人产业专利导
航，通过分析全球1.2万件相关专利，识别出“柔性关
节控制”等技术空白点。2024年，宇树科技基于导航
成果开发的G1EDU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精度提升
30%，研发周期缩短至18个月。

据了解，WIPO全球奖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
2022年设立的全球性奖励计划，作为知识产权领域
的最高国际奖项，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通过运用知
识产权支持创新、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小企业。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市闻

农发行浙江省分行助力缩小城乡“三大差距”

“三农”产业客户贷款余额首破千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