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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销售模式来看，多数引种水果
走的还是和传统水果一样的途径。从农林部
门掌握的情况看，高收益者并不多，真正走
向市场的几乎没有。

记者了解到，部分引种水果的种植户开
始走高端采摘游线路。“我们会引入高端团
队游。”种植户表示，“毕竟地产的引种水果
未经过长途运输，鲜洁度和口感会更好。”

但种植户也发现，前几年稀罕的外来水
果经过几年的引种也渐渐变成平常物。部分

果农担心接下来几年，蓝莓、火龙果等水果
市场会越来越紧缩。对此，市林业局林特产
业处工作人员也表示，水果生产种植必须明
确自身商品档次的市场定位及与定位相符合
的品质、包装要求，然后才是价格的追求。
如今不少电商都纷纷挤入生鲜市场，就这些
引种的特色水果而言，不妨尝试一下进军电
商，规范清洗、定量包装，把商品价格定位
在既有竞争力又能盈利的最佳点。

记者 鲁威

进军电商或有更大的市场

本报讯（记者 乐骁立 通讯员 储昭节） 今年是我市实
质性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的第一个
年头。上半年，宁波工业继续保持高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深化，新动能强势崛起，大项目大平台显现巨大潜力，收
出亮丽“阳线”的同时为下半年工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上半年，全市累计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7832.9亿元，同
比增长16.1%；全市规上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1612.2亿
元，同比增长9.0%。

“宁波工业今年上半年能有这样的增长势头，离不开新动
能的持续发力。”市经信委主任陈炳荣介绍。

从数据上看，上半年，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
兴产业分别累计实现增加值753.9亿元、649.2亿元和416.9
亿元，同比增长13.8%、11.0%、12.8%。其中时尚制造业、信
息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端装备产业制造业、新材料分别实
现12.3%、12.9%、11.7%、10.0%的快速增长。

同时上半年科技投入持续增加，1-5月，科技活动经费支
出84.2亿元，同比增长21.9%，购置技术成果费用同比增长
37.1%；授权专利13825件，其中发明专利2403件。新产品
产值贡献提高，上半年共实现新产品产值2446.9亿元，同比
增长18.1%，新产品产值率31.2%，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慈兴集团的工业机器人轴承“核芯”，短短两年，连续荣获
国家“863”项目、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工业强基工程三个国字
号桂冠。该公司制造的全球高端汽车轴承，每套单价是普通
轴承的12倍多，但万元产值能耗却能降低了50%以上，已能
与国际品牌分庭抗礼。

上半年，宁波工业在产值不断增加的同时，企业效益更是
快速增长。1-6月，全市规上企业实现利税总额980.1亿元，
同比增长 21.9%；其中利润总额 574.4 亿元，同比增长
29.9%。“这得益于智能经济在宁波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宁波舜洁卫生器具有限公司生产的智能马桶盖在6月举
行“2017中国国际厨房、卫浴设施展览会”上，与来自日本的
一家著名酒店卫浴设备公司签订了1万套智能马桶的采购意
向合同，合同金额超1000万元。

“今年8月，我们将会迎来争创国家级‘中国制造2025’
示范区的重大机遇，上半年工业经济的‘开门红’也为宁波成
为‘中国制造2025’标杆城市打下了良好基础。”陈炳荣说。

天气太热，火龙果有“断档”风险
宁波果农引种外地水果困难不小

近年来，宁波各地陆续引种火龙果、樱桃、蓝莓等特色精品水果，慈溪、余姚、宁
海等地的不少果农纷纷进军这一领域，多品种种植的新格局逐渐成型。

这些水果身价高，吸引了本地果农从传统种植，向特色化、精品化转型。不过，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实际的市场销售中，引种水果收益平平，并非如想象中赚钱。

“火龙果已经上市，想要的朋友可以来采
摘。”昨天，象山泗洲头大麦塘村展丰火龙果
基地负责人鲍军展在微信上晒出了火龙果的
照片。

“目前是本地火龙果上市高峰期，周末来
摘火龙果的游客不少。”鲍师傅表示，“今年天
气热，导致火龙果采摘批次减少，而且采摘期

会断档，这批采摘完之后，可能断档一个月，
估计要等到9月份才能采摘新的火龙果了。”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前后，慈溪、北
仑、镇海、奉化、宁海等地开始引种火龙果，品
种多为红心火龙果。经过近几年的试种，陆
续进入丰产期。目前宁波火龙果种植面积已
经超过1000亩。

本地火龙果上市

7年前，慈溪坎墩农业园区的瑞林庄园
负责人徐特佳就希望通过引种罕见果品，冲
击高端市场。“传统果品竞争太激烈，导致
宁波果农从传统种植向引进种植转型。”徐
特佳告诉记者。

这几年，徐特立也在寻找适合慈溪栽培
种植的特色果品，3年前还引入了香蕉。如

今，果树也开始挂果有收益，让人大饱眼福
和口福。“特色果品尽管卖得比较贵，但仍
有不少顾客上门购买。”徐特佳说。

目前宁波有多个乡镇都已经尝试引种特
色水果：奉化引入了大樱桃；海曙、慈溪等
地引进了无花果；而更多的种植户引入了蓝
莓、火龙果。

引种的特色水果越来越多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特色水果收益高，
但也面临着高投入和高风险。

陈师傅是象山一家火龙果种植基地的负
责人，从2012年就开始种植。在他看来，
今年火龙果线下采摘游销售开始举步维
艰。“几年前，好一点的红心火龙果达到了
60元/公斤，那时候来的人一批一批的，一
上市就摘完。现在单靠采摘不好卖，我们只
能边做采摘游，边进行网络销售。”陈师傅
说，“但是采摘游不可控因素多，特别是上

市季碰到大热天，过来摘的人就少了，要是
烂在树上就亏大了。此外，受外地火龙果的
冲击，价格下降不少。”

“种植火龙果需要引入农业设施，还要
引入种植技术，购买种植专利。另外，管理
成本大。”徐特佳坦言，尽管这些引种水果
已经有收成，但总体收益平平，还未达到他
的预期，不建议大规模推广火龙果种植，而
且由于气候原因，引种的果品普遍适应能力
差。

气候、价格等原因导致困难不小

新动能不断发力 智能经济强势吸金

宁波工业经济
上半年收出亮丽“阳线”

本报讯（记者 周静） 虽然各家银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
吸储各施奇招，有的还把存款利率一浮到顶。但是市民存款

“搬家”的趋势，在二季度仍比较明显。
据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末

住户存款比3月末减少了23亿元。闲钱去哪儿了呢？业内人
士介绍说，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包括通胀率以及通胀预期造成实
际利率的变化、居民消费支出、房地产投资、金融投资收益及渠
道的变化等。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搬家的存款有相当一部分
去了理财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今年以来，理财产品的收益几乎一路上扬，在6月末7月
中达到阶段性的顶峰，直到本周才随着资金面紧张局面的缓解
而有所回落。“感觉今年以来理财产品涨了不少。我6月底买
的理财产品中，最高的是一年期6.1%多的。而去年同期我买
的理财产品，一年期买到的是4.1%多。放零钱用的宝宝类理
财产品，目前高的也有4.6%多。”市民李女士说。

此外，今年楼市的升温，对市民手中的资金分流效应也很
明显。宁波楼市6月份成交量破纪录地达到6140套。到6月
29日，宁波商品住宅成交金额637.77亿元，同比上涨49.2%。
这个热度从另一组人行统计的数据中也能感受出来。数据显
示，尽管限购政策出台后，我市房贷余额5月、6月单月增量环
比分别减少3.6亿元和5.34亿元，但是整个上半年房贷的增量
仍相当可观。6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621.77亿元，比年初
增加417.5亿元，同比多增148.43亿元。其中4月份单月增量
更是创下100个月新高。

宁波本地大棚种植的红心火龙果。 记者 鲁威 摄

市民存款“搬家”趋势越来越明显
相当一部分去了理财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