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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选材、拼接、点胶、组装、包装……数道工序一气呵成。走进江
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文港镇柏倩化妆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80
多位工人坐在宽敞明亮的车间里，正在赶制一批高端美甲笔。
　　这个春天，柏倩化妆用品有限公司老板段永平忙碌又充实，
因为赶制外贸存量订单的同时，新订单又从世界各地接连不断

“飞”来，让他在春天里，又闻到了行业的“春天”。
　　 2004 年，段永平带着化妆刷样品到沿海跑市场，发现很多
客户询问美甲笔。获悉商机后，他果断转产做起了美甲笔。如今，
他的企业已有 3 个厂区、3 个电商平台和 1 个实体直营店，不仅
向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 1200 多款美甲笔，
而且还创建了自己的高端品牌。
　　在被誉为“华夏笔都”的文港镇，段永平只是众多成功转型的
企业家之一。文港镇制作毛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至今
已有 1600 多年。据统计，文港镇 2600 多家毛笔生产企业和作坊
制作的毛笔，占据了全国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
　　“相比文港毛笔的历史，文港化妆笔产业发展的时间并不长，
但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不少企业已经瞄准了国际市场，并在国际
市场上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段永平说，毛笔生“百笔”，只需变
换材料和形式，文港镇马上就能生产出市场上最流行的笔。
　　来自黑龙江的“画笔姑娘”王春凤，2003 年随丈夫回其家乡
文港创业。学美术专业的她，力促家人从传统毛笔制作转型油画
笔生产。“我们吸收文港毛笔制作工艺精华，再融入美术专业知
识，做出的油画笔受到了市场欢迎。”王春凤说。 （下转 4版）

进贤一支“笔”，全球“绘华章”

  近日，由中建三局承建的成都轨道交
通 27 号线一期工程金府站主体结构顺利
封顶。      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3 月 25 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池州长
江公铁大桥首个主墩顺利开钻。大桥主体工
程全面开工。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松嫩平原，一套套风力发电机在云
海之下高耸林立；“汽车城”内，一台台
工业机器人在智能化厂房中灵活忙碌；
长白山下，一辆辆红旗电动车搭乘中欧
班列远赴欧洲……
　　从工厂车间到乡村田埂，从湿地草
原到林海雪原，激发创新发展新动能、
挖掘老工业基地新赛道、谋求开放发展
新环境的高质量发展热潮在吉林大地
涌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吉林深入落实好高质量发展这个
首要任务，干部群众勠力同心，为全面
振兴持续积蓄内生动力，蒸蒸日上的新
气象遍布白山松水。
　　初春的吉林，春风料峭，万象更新。
冰凌花已经悄然绽放，顶雪报春。

新动能为黑土地澎湃新活力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吉林
强。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吉林
传统产业不断转换新动能，加速转型升
级。“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变身专精
特新，“原字号”农产品不断加快科技创
新，“一城独大”的区域化发展格局也向
着更加协调的方向迈进。
　　工业老树“生新枝”。谋项目、引项
目、建项目，吉林省以项目建设为 抓
手，紧盯汽车、医药等传统产业升级，
以产业转型引领高质量发展。
　　占地 80 万平方米的中车松原新
能源产业基地项目从签约、开工建设到
产品下线，仅用了 200 天时间。说了就
干，马上就办，这是奋勇争先的“吉林速
度”。这个智能化、数字化、低碳化新能
源装备产业园全部建成后可为东北地
区风电产业提供全产业链设备保障。
　　在老牌化工基地吉林市，吉林化纤
12000 吨碳纤维复材项目 4 条碳化线
已成功开车。“产品主要应用在风电、光

伏等绿色新能源、缠绕、汽车轻量化等领域。”吉林化纤集团
12000 吨碳纤维项目负责人徐延生说。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吉林制造”引来源源不断的项目。3 月
14 日，吉林省招商引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24 个亿元以上重点
项目成果签约，合同引资额达 505 亿元。现场回荡着热烈的掌声，
为吉林继续阔步前行鼓足干劲。
　　大国粮仓“发新芽”。三月春风吹起，种子、化肥等农资生产进
入高峰期。在位于公主岭市的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吉
林省鸿翔种业有限公司车间里机器轰鸣，玉米棒子经过烘干、脱
粒、精选等流程变成一粒粒种子，未来这个制种车间可年加工玉
米种子 1 亿斤。
　　 18.74 万平方公里的吉林版图上，国之粮仓焕发出了新生机。
　　破解育种产业的瓶颈制约，吉林省大力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
展育种技术升级，通过省审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超过 1000 个，
种子企业 300 多家，年生产加工种子达 4 亿斤左右。
　　种业振兴是吉林省实施农业科技创新的缩影，“大水网”等一
系列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也为吉林建设农业强省注入新动力。一条
条水系犹如一张大网，让西部大片盐碱地得到滋养，为盐碱地治
理和农田开发创造了条件。
　　区域协调“一盘棋”。产业发展绘就了吉林高质量发展的“一
张图”，而各地区协同发展构建起吉林高质量发展“一盘棋”。
　　作为国内省会首位度（省会城市经济占全省比重）最高的城
市之一，长春占吉林省 GDP 比例超过 50% 。吉林省充分发挥长
春“领头羊”优势，让各市州形成更加紧密、相互接力的共同体。
　　在吉林市高新区，与长春共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内，
12 栋标准厂房整齐矗立，正在进行内部配套施工。招商组负责人
刘金坪说，投资方计划投资 55 亿元，建设由水电解制氢装备制造
项目等组成的氢能全产业链示范园区项目。
　　 3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同意设立吉西南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复函》，范围包括四平、辽源、通化 3 市。通
过协调发展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点，更好支撑东北地区振兴
发展。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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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2 年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1 3 73 1 亿斤，比上年增加 74 亿斤，粮
食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14 亿多人手
中的饭碗继续端稳。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一系列新科
技、新农机、新农艺的应用。从北国寒地到
渤海之滨，从三江平原到赣南红土，我国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脚印，深深镌刻在大江
南北的田野上。

机械化普及让农民解放了双手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
场有限公司，每到秋收时节，年过六旬的
种植户张景会都要亲自开着收割机来到

“万亩大地号”地块开始操练。
　　张景会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建三江，感
慨万千。“那时候用的拖拉机、收割机比现
在少多了，马力也比现在小。”张景会说，

天气骤变要抢收时，人们要日夜不停地
挥动镰刀，“要赶上下雪，能收到来年元
旦，和现在根本没法比。”
　　从“举起镰刀”到“放下割台”，是农
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缩影。
　　“要不是现在农机这么发达，我们
俩根本不敢种这么多的地。”在北大荒
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洪河农场有限公司，
陈新明和妻子经营着 340 多亩水田。陈
新明说，由于机械力量强大，除了插秧
时为抢农时需要雇一名工人，地里剩下
的活夫妻俩就能完成。
　　如今，建三江形成了国内最大的农
业机械群，全程机械化程度居全国之
首，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 99.8% ，农机
装备水平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今年 2 月，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
立平农机合作社接到一份万亩小麦施
肥订单，合作社从植保联盟单位调集 4
台无人植保机用于返青小麦施肥。合
作社负责人肖丙虎说：“我们采取订单
共享模式，合作社接单，植保联盟单位
就是农机储备库，大大提高了机械化

服务能力。”
　　立平农机合作社成立 10 年间，从普
通机械到无人机机械再到北斗导航播
种，农机越来越先进。现在，合作社共有
各类农机具 208 台套，能够为 3200 余
户农民提供“耕种管收”一条龙服务。
　　春分已过，气温回升，田间即将
除草。“我们接下来打算给自走式 打
药机装上导航系统，不再出现重喷、
漏喷的现象。”这段时间，肖丙虎又有
了新计划。
　　山东是我国第一农机大省，农机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约 450 家，主营业务收
入 600 亿元，山东小麦、玉米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99%、96%。
　　“我们 26 人就能种上万亩地。”在
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种粮大户邹泰晖
忙着检修农机设备。
　　邹泰晖说，他把部分农机安装了北
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结合 5G 技术，智
慧农机可以实现数据实时传输，远程操
控，一台无人旋耕机耕一亩地只需 7 分
钟左右。他打开手机上的一个 App ，只

见农田的气象监测、土壤监测、巡田管
理等数据一应俱全。
　　农业机械化发展趋势，正在深刻改
变农户的种植理念和习惯。当前，我国
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
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机械化主导阶
段。当前，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 11 亿千
瓦，比 2012 年增长 36 个百分点左右；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2%，
比 2012 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左右。下一
步，农业机械化将向着全程全面高质量
发展加速迈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提供有力的装备支撑。

智慧农业让粮食生产如虎添翼

　　去年插秧季，在北大荒集团创业农
场有限公司，几台无人驾驶智能搅浆整
地机协同作业，根据作业需求自动前
进、后退，行至地头还能自动转弯。农机
缓缓驶过，黑土和水掺在一起，原本高
低不平的水田，变得平坦。（下转 3版）

强 科 技 端 牢“ 中 国 饭 碗 ”

　　新华社杭州 3 月 24 日电(记者魏一
骏、袁野）近期，有报道称我国港口集装箱空
箱数量增加，进而引发对我国外贸的担忧。
海关总署 20 日对此回应，我国外贸形势开
局平稳，趋势向好。从规模上看，前两个月出
口总值创同期历史新高，增长 0.9%。
　　目前港口空箱堆积量如何？外贸企业
将如何应对挑战和机遇？“新华视点”记者
走进年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年集装箱吞
吐量全球第三的宁波舟山港寻找答案。
　　 3 月 22 日，记者来到宁波舟山港穿
山港区的集装箱码头。2017 年至 2022
年，这个码头连续 6 年实现年集装箱吞吐
量超 1000 万标准箱，是目前全球第二大
单体集装箱码头，也是目前全球超大型集
装箱船靠泊最频繁的码头之一。
　　记者此前曾于春节假期后踏访此地。
与一个多月前较为冷清的情形相比，现在
的码头明显忙碌许多。在长约 3.74 公里
的码头岸线上，万吨巨轮一字排开，11 个
大型集装箱深水泊位基本靠满。全部 49

台桥吊中的 43 台正在忙碌作业，与集
装箱卡车密切配合装卸货物。
　　“目前，穿山港区的集装箱码头泊
位几乎每天都没有空当，码头满负荷
作 业。桥 吊 忙 的 时 候 可 能 要 开 到 4 5
个，基本没有设备是空闲的。”宁波北
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营运操作
部经理蒋海江说。
　　在航运物流体系中，有出口需求的
外贸企业要从港口堆场提空集装箱，由
集装箱卡车运到企业，装完货物后再拉
到港口装船出海，因此空箱是外贸物流
链中的必要配套。
　　“随着春节假期后工厂复工复产，
外贸形势明显回升，提箱量也随之增
大，现在码头日均集装箱吞吐量约 3 万
标准箱。”蒋海江说。
　　“当前，港口空箱数量不宜作为直
接观察外贸情况的指标，因为疫情前
后全球空箱总数不在同一水平线。”宁
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宁波舟山港对整体空
箱 的 控 制 情 况 保 持 在 比 较 健 康 的 状
态，港口物流一直保持通畅有序。特别
是 3 月以来，全港空箱堆存数量减少

约 8 万标准箱，当前全港空箱总堆存
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反映出外贸
出口复苏的积极信号。”
　　过去一段时间集装箱空箱堆存量
为何增加？受访业内人士普遍表示，这
与前几年全球航运市场集装箱供应量
激增，以及去年以来海运运价逐步回归
正常，全球物流链秩序逐步恢复有关。
　　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杭璐告
诉记者：“前几年，全球航运物流体系
受疫情冲击，国外许多港口拥堵，造成
集装箱在全球流转效率降低。”2019
年之前，航运市场从未发生大规模、长
时间的缺箱情况。但从 2020 年 8 月中
下旬开始，集装箱航运市场逐渐开始
爆发严重缺箱问题。
　　为保障供应链畅通、稳定因集装箱短
缺持续上涨的海运运价，集装箱制造商纷
纷扩大产能。据统计，2021 年至 2022
年，全球新造箱达到约 1200 万标准箱，
是 2019 年至 2020 年的 2 倍左右。
　　钱杭璐说，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
除，集装箱流转恢复正常，用箱需求高
位回落，造成此前多生产的集装箱出现
过剩。此外，由于中国港口空箱堆存费

用较海外港口相对较低，因此不少国外
船公司将空箱放到中国港口。
　　记者走访部分行业人士和外贸企
业还了解到，今年农历春节较早，工厂
放假和工人回家时间相应提前，货运量
减少。此外，1 月和 2 月也属于传统的
港口淡季，集装箱用量也较少。
　　从海关最新数据看，2 月下旬以来
我国出口用箱量在持续增长。
　　具体哪些外贸产品交易活跃？海关
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 2 个月电动汽
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合计
出口增长六成。受访业内人士表示，外
贸新亮点、新动能进一步释放活力。
　　正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市场
总监倪涵羿，同样感受到光伏行业在外
贸上呈现出的暖意。她告诉记者，目前
公司整体订单稳中向好，在收到来自澳
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地订单的同时，也
重点关注亚太、中东等新兴市场。
　　面对外贸复苏的信号，宁波舟山港
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相关负责人说，未
来宁波舟山港将发挥好江海联运、海河
联运等多式联运的作用，为腹地提供稳
定畅通的物流通道。

现场探访宁波舟山港：出口集装箱的最新情况如何？

  ▲ 3 月 25 日，村民们在决赛前抵达现场观看暖场比赛。
  当日，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开打。这项由台盘村“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发展而来
的赛事因为火热的现场氛围和“接地气”的办赛风格，在 2022 年“火爆全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村 BA”。 新华社记者吴壮摄

座 无 虚 席 ! 火 遍 全 网 的“村 B A ”总 决 赛 来 了

　 　 新华社杭州 3 月
24 日电（记者魏董华）
清 晨 7 点 左 右 ，天 空 飘
着小雨，从浙江省衢州市
开化县县城中心荷花广
场公交车站驶出的 103
路公交车，如往常一样坐
满了乘客。
　　“你去什么地方？平时
坐这个公交车上下班方不
方便？”“我每天都坐这趟车
去经开区上班，平常还好，
就是周一和周五可能会挤
不上，挤不上就迟到了。”
　　这幕对话来自 103 路
公交车上的一名乘客和县
政府调研组的一名干部。
　 　 在 开 化 县 ，1 0 3 路
公交车是县城通往位于
城郊经济开发区的主要
公 交 线 路 。经 济 开 发 区
是开化县制造业企业聚
集 地 ，每 周 一 至 周 五 的
上下班时间，有 400 名
左右的企业员工依靠乘
坐这趟公交车通勤。
　　“经开区企业员工坐
公交车上班到底有哪些不便，要亲历一
次早高峰才知道。”近日，在开化县一档
电视问政节目上，有企业反映经开区企
业员工坐公交车上班不方便。
　　节目播出后，当地马上组建了一个
由县长带队的调研组，搭乘 103 路早班
公交车，一路收集上班族对这趟车通达
性、便利度的意见建议。由此，产生了开
头的那一幕对话。   （下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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