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包凌雁9 NINGBO DAILY风向标

长三角速递

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高坚鸿 唐鑫

今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
续提速，相关省市主动对接国家战
略，各展所长深化合作，并在 2019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分别作出了部署。

紧抓机遇加快落实

2018 年，长三角一体化全面提
速：三省一市联合组建的长三角区域
合作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跨省市合
作机制形成实体化运作。《长三角地
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
2020年）》印发，G60科创走廊等一
批区域合作平台进展顺利，省际对接
道路贯通、市场体系建设等一批重点
合作项目取得新进展，协同创新网络
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等持续
加强。

据了解，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
在牵头编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各地也纷纷抢抓机遇，
谋划发展蓝图。

1月 27日，上海市市长应勇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力实施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
上海将积极推动并认真落实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挥龙头带动作
用。

同一天，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落实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坚持全省域全
方位融入长三角，充分发挥浙江体制
机制、对外开放、数字经济、绿水青
山、民营经济等优势，制定浙江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纲要，共同打
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充分
发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
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三大国
家战略的叠加优势，紧紧抓住重大发
展机遇，在落实国家战略中提升江苏
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安徽省表示，要深度参与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规划纲
要编制，制定安徽实施方案。

各扬所长形成合力

今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举
措频出——

1 月 3 日，三省一市签署长三角
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
录，将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
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

2 月份，上海青浦、江苏吴江、
浙江嘉善发布 《青浦、吴江、嘉善
2019 年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三地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今年
推进一体化发展的51项重点工作。

“从各地工作部署来看，体现出
了目标一致、各扬所长的特点。”江
苏省政府参事、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
院院长成长春认为，总体来看，上海
是我国长三角地区合作交流的龙头，
江苏经济实力强，浙江民营经济基础
好，安徽后发优势强劲，三省一市各
具特色和优势，目前在生态、交通、
产业、创新优势整合等方面都在铆足
劲往前推进。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三省一市“生态要敢担当，交通要补
短板，产业要显特色，创新要扬优
势”。

据了解，2018年 6月份，三省一
市联合签订《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
头路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进省际
对接道路各项工作，并列出第一批
17 个重点推进项目。当年 10 月份，
长三角首条省际断头路——连接上海
市青浦区和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的
盈淀路正式通车。

在产业方面，江苏的制造业、安
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各具特色。在
创新方面，上海张江和安徽合肥是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江苏有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浙江“互联网+”
特色鲜明，要各扬所长。

专家表示，长三角的基础设施通
达程度要进一步提高，除了水电路气
之外，人工智能、互联网、数字经济
等新基建也要通，基本公共服务则要
提高兼容性和流动性。在推进一体化
过程中，要“表里结合”“软硬兼
修”，真正形成更高质量的一体化。

（综合《经济日报》）

生态、交通、产业、创新优势整合

长三角深耕
一体化“试验田”

记者 金鹭 通讯员 王虎羽

冬季正是蟹爪兰的盛放期。
爱花的市民一定对这种花卉并不
陌 生 —— 它 的 叶 子 似 螃 蟹 的 爪
子，开出的花朵花色艳丽，花态
娇柔婀娜，和坚挺的绿叶互相衬
托，不管摆在家中的哪个地方，
都令人赏心悦目。

这 种 看 似 生 长 在 热 带 的 植
物，其实已在宁波成批育成。近
日，由宁波市农科院引种中心自
主选育的两个蟹爪兰新品种“缤
纷十月”“彤云”通过浙江省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公示。

“我们已选育出具有市场潜力
的蟹爪兰新品种100多个。而现在
全世界，蟹爪兰园艺品种也仅有
200 个左右。”宁波美丽乡村建设
科技特派团队首席专家、宁波市
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告诉记
者，此次认定的‘缤纷十月’是
目 前 国 内 市 场 上 唯 一 橙 色 花 品
种，花色鲜亮，茎节光亮宽大。
而‘彤云’则是目前所有杂交后

代中自然开花最早的品种，在9月
下旬便有初蕾生成。

“新品种大大延长了蟹爪兰自
然花期的覆盖范围，凭借其丰富
的 花 色 、 花 型 、 株 型 ， 花 期 类
型，满足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将
进一步推动我国花卉产业发展。”
在认定现场考察中，浙江省非主
要农作物认定考察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曾这样评价。

小小花朵的背后，是宁波科
研人员十余年付出的汗水与努力。

早在 2004 年，宁波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农业新品种引进中心便
开始从事蟹爪兰的引种和新品种
选育研究，致力于破解国外进口
种苗专利费昂贵、国内蟹爪兰品
种资源相对匮乏、市场销售品种
相对单一、国内生产商留种自培
种苗品种退化严重等问题。

这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赵
天荣告诉记者，蟹爪兰育种周期较
长，从授粉到开花需要 3到 5年，从
中选出优良单株后扦插扩繁，再到
生产推广还需要4到5年。

经过长达 14 年的不懈努力，
团队在 55 个蟹爪兰原始品种的基
础上，进行杂交育种，从杂交后
代中筛选出上百个新品种，囊括
了早花型、晚花型、丰花型和大
红色系、白色系、紫色系、橙色
系及直立型等不同花期、花色、
株型，大大丰富了蟹爪兰资源，
提高了观赏性。

除在国内率先批量选育蟹爪
兰新品种外，赵天荣还主持制定
了 《蟹爪兰 DUS 测试指南》《蟹
爪兰盆花生产技术规程》 等多项
国家级、省级标准。市农科院还
与杭州茗阳园艺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在常熟国家生产示范园区合作
建成 1 万平方米、在建 2 万平方米
温室的种苗繁育基地，对自主选育
的蟹爪兰新品种进行放量生产。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蟹爪兰仅
有十几个品种。一些生产商为节
约成本，采取留种自繁方式进行
生 产 ， 因 缺 乏 种 苗 提 纯 复 壮 技
术，从而导致品种退化严重，使
得产品品质较差。”赵天荣说。

在 获 得 品 种 权 保 护 后 ， 很
快，这些品质优异、质量上乘的
蟹爪兰品种将在市场上与市民相
见。由于花期在冬季，蟹爪兰可
作为精品花卉，其涵盖国庆、元
旦、春节和情人节等主要节日，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据了解，赵天荣专注于多种
花卉培育。在此前的研究中，她
还培育出了全国首个申报植物新
品 种 权 的 大 花 萱 草 新 品 种 “ 寒
笑”，该品种耐寒性较强，在长江
以南地区四季常绿，大大提高了
萱草观赏性，解决了大花萱草群
植应用冬季枯叶的烦恼。

“高质量选种育种下，花卉也
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在这
一领域，我国起步较晚，与国外
相比还存在整体创新能力不足、自
主知识产权缺乏等问题。”赵天荣
呼吁，我国应加强花卉新品种保护
意识，尽快建立健全生产技术标准
和产品质量标准，激发广大花卉科
研工作者创新创业激情，提升中国
花卉的科技含量与品牌价值。

农科院十年选育100多个蟹爪兰新品种

赵天荣正在记录蟹爪兰的生长
状况。 （金鹭 摄）

“开年第一展”今天打响。
早在一周前，宁波甬南针织

有限公司负责人武赛根就特地和
两名赴展销售员开了个预热动员
会，布局展会营销策略。武赛根
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这一届我
们拿到了两个摊位，今年还会借
展会推出新的品牌，保证让人眼
前一亮！”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需减
弱和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交织，对
宁波众多外贸企业而言，今天开
幕的第 29 届中国华东进出口交易
会 （以下简称华交会） 不仅仅意
味着开年后的首场抢订单大赛，
更关系着纺织、服装及轻工产品
等行业的生存冷暖。

3 月春暖花开，在“华交会”
这列开往春天的列车上，宁波外
贸能否“春回大地”？

路不好走，
更要提前做准备

就纺织企业而言，2018 年无
疑是个“多事之秋”，不仅生产订
单环比减少、成交量下滑、产品
价格低迷，再叠加贸易摩擦、产
业转移等一系列因素，使得整个
行业步履维艰。

“中国·柯桥纺织指数”显
示，2018 年 12 月份总景气指数收
于 1271.82 点 ， 较 年 初 下 跌
11.26%，同比下跌14.15%。

然 而 ， 对 照 本 届 华 交 会 的
“乘客”名单时，记者发现，纺织
面料展区仍不乏新的宁波面孔。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华交会，
但两名业务员跳槽过来前，都参
加过华交会，所以也算有经验。”
北仑万迪海绵制造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5 年，从事海绵、枕头等家
居用品的制造加工及出口，是家
典型的工贸一体企业。相关负责
人余燕告诉记者，去年枕头类产
品的出口额约为200万美元，主要
市场在东南亚。目前行业出口形
势依旧十分严峻，公司希望借助
华交会的首次亮相，触摸一线行
情，进一步拓展市场。

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加速了
我市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当科
技创新和传统产业相结合，一些
高端产品应运而生，企业客户黏
度、抗风险能力也随之增强。

在华交会服装面料和配料展
区名单里，宁波富田集团“如约
而至”。作为国内手套行业的龙头
企业，富田集团不仅拥有4个全资
工厂和 15 个成员工厂，还与中国
手套协会联合组建了宁波富田手
套研究院，每年研制开发多款新
型、高科技含量的特种手套，拥

有手套及安防品专利100多项，产
品出口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的外贸形势，危机中有
转 机 ， 看 自 己 怎 么 转 。 事 在 人
为！”2月 27日晚上 11点多，还在
办公室加班的富田集团销售总经
理詹汉英给记者发来了这样一条
微信。

全球市场增速趋缓，部分行
业出口压力有所加大。提高出口
附 加 值 绝 非 易 事 ， 更 非 一 日 之
功。然而，更多的外贸人相信疾
风劲草，只要企业继续保持创新
活力，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在大
浪淘沙后，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花生瓜子八宝粥”，
有了升级版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
贸形势迷雾重重。然而，宁波的
外贸新业态却如一股“清流”逆
势而上，为身处困局的传统外贸
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今年 1 月份世贸通进出口总
额首次单月突破1亿美元，出口同
比增长 70.1%。”作为宁波外贸新
业态的代表，这已经是世贸通参
加的第五届华交会了。公司副总
经理孔泽昊表示，今年整体得益
于全球市场复苏，和美国谈判向
好，外贸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

以世贸通平台注册的 5000 余
家外贸企业为例，美、英、德、
意 仍 是 前 四 大 出 口 国 。 今 年 以
来，老牌欧美区域经济复苏比较
明显。从增长幅度看，东盟、俄
罗 斯 、 澳 大 利 亚 、 智 利 、 巴
西 、 西 班 牙 等 区 域 增 长 幅 度 较
快，但体量仍和传统出口市场有
差距。

近年来，随着外贸订单呈现
碎片化、柔性化、定制化趋势，
对传统外贸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我市大力培育以世贸通、
中基惠通、浙江大道等为代表的
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通过与
银行、保险公司、物流公司等企
业和机构合作, 不断增强供应链
的整合能力，为广大中小外贸企
业提供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破
解转型中的痛点和难点。

“大家都在坐火车，等着去下
一站，那么我们就退一步，在车
上卖点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
子八宝粥。”同为宁波外贸新业态
的旗手，去年此时，全球贸易通
负 责 人 陈 建 旭 曾 以 绿 皮 火 车 为
喻，对记者这样解释外贸服务。

今年，在这列开往春天的列
车上，“花生瓜子八宝粥”有了升
级版。孔泽昊告诉记者，世贸通
除扎根外综服务板块之外，将大
力发展跨境电商板块、检验检测
板块、人才网板块，实施外贸产

业园推进计划，即将向市场投放
结合中国银行、中国人保三方合
作的融贷方案。

“未来几天，我们将在跨境电
商专区和全国各地的合作方及客
户真诚会面，共同探讨打造跨境
服务新模式，提供跨境电商新产
品。”孔泽昊说，今年是世贸通跨
境电商板块发力的一年，预计此
板块会突破5000万美元。

“开年第一展”后，
还有“百展千企”

除了纺织品与服装产品，在
华交会上，日用消费品也是一大
主角。

在采访中，多家相关赴展企
业表示对今年出口预期乐观。究
其原因，既有市场开拓多元化的
成因，更是加快转型升级，“苦
练内功”，着力培育新动能的结
果。

第二次参加华交会，慈溪柯
帝斯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燕
燕已是驾轻就熟。她告诉记者，
公司生产日用防护用品，主要出口
日本。“上次参加华交会，虽然成交
量不是很大，但这是一个展示的好
机会，另外，我发现亚洲国家的买
家非常多。所以这次赴展专门带
了 20 款左右的产品，希望开拓新

市场。”
作为日用消费品“出口”大

户，去年，宁波凯越国贸集团以
33.86 亿元出口额，名列全市出口
榜单第 11 位。相关负责人指出，
公司通过把好供应商关，严控质
量体系标准，增加产品设计元素
等，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
订单成功率。

此次华交会，宁波凯越国贸
与旗下的陆尊国贸作为两家主体
双双赴展，力求再下一城。

在 宁 波 外 贸 台 前 征 战 的 背
后，是超过全市企业总数九成的
23 万家小微企业。在过去三年，
宁波平均一天有 2.4家小微企业跻
身“规上企业”，跑出了转型提质
的新速度。

与此同时，一系列精准、高
效的外贸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正在
展开。市商务局局长张延指出，
我市将聚焦外贸提质，全力抓好
稳外贸政策落实，助推外贸企业
拓市场，尤其是今年将开展“百
展千企”活动，形成千家重点外
贸企业参加百个境外重点展会，
重点支持开拓7个超亿人口国家潜
力市场，开展 10 个境外自办展会
和 10 个新增境外重点展会的“双
十展”，同时进一步推进外
贸转型升级，力促出口品
牌和 11 个国家级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建设。

“开年第一展”
宁波外贸能否“春回大地”

宁波参展企业正在紧张布展。 （单玉紫枫 高坚鸿 唐鑫 摄）

听 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