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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半，在位于湖南省石门县
的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外，来自石门县各养殖基地的肉鸡陆
续运抵，工厂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

“我们是重点民生保供企业，春节期
间一直在加紧生产。”湖南湘佳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屠宰板块副总经理孙元盛告诉
记者，目前工厂每天的禽类屠宰量在8.5
万只左右，每天约有15辆冷链车满载货
物发往全国各地。

近期，湖南遭遇1961年有完整气象
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强寒潮侵袭，石门
县部分路段道路结冰严重，给湘佳公司
的运输带来不便。

“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我们的困难
后，第一时间加快道路清雪。同时，还利
用机械设备协助清理厂房屋顶积雪，避

免积雪过多造成厂房垮塌风险，目前冰
雪天气对企业生产的影响正在逐渐降
低。”孙元盛说。

记者采访时，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仍
在持续，湘佳公司车间内却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分割生产线上，工
人们正在对处理好的肉鸡分部位切
割、包装。

“近年来，消费者对于小包装、轻量
化的产品需求快速上升，我们企业也不
断推出新的产品，丰富消费者的选择。”
孙元盛告诉记者，企业计划今年再投入
新的产线，提高产品精细化加工水平，持
续扩大市场份额。

几公里外，在位于石门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常德富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里，生产线上“热力十足”。工人们正在

组装、调试一条柔性线材自动化生产线。
“企业正月初九开工以后就全力投

入生产了。”常德富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经理唐力告诉记者，虽然受
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影响，部分员工尚
未及时返岗，但得益于高新区开展的集
中招工活动，目前企业已经收到了200
多份简历。

“为解决春节后企业的用工问题，我
们在年前就采取了行动。”石门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田辉告诉记者，
高新区前期对园区企业进行了摸底，发
现用工需求十分旺盛，于是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辟多种招聘渠道，满
足企业用工需求。同时，针对年后企业
扩产的需求，进一步加强水电气等配套
保障。

有了各方面要素的保障，企业也获
得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今年我们计划
在无人排线等技术方向继续发力。”常德
富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事业部
负责人陈启东说，在制造领域，智能化是
未来发展趋势，只有不断加大技术研发
投入，才能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
了园区各方面的支持，我们全身心投入
技术研发的信心更强了。”

据了解，石门高新区共有109家规
模以上企业，截至目前，除两家企业受到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尚未完全复工
外，其余企业均已复工复产。

“下一步，我们将帮助受影响企业
尽快复工，同时加强要素保障，让企业

‘轻装上阵’，力争实现新春‘开门红’。”
田辉说。

湖南石门：冰雪挡不住的生产热度
□新华社记者 余春生 阮周围 戴斌

正值甘蔗新榨季，八桂大地上，一边
是“甘蔗收割正当时”，蔗农砍蔗、机械收
蔗，运蔗车辆往来于阡陌间；另一边是

“人勤春早种蔗忙”，蔗农抢抓农时播种
下一个榨季的“甜蜜”。

在广西扶绥县，隆安洋浦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建立了多个甘蔗种植基地，蔗
农们正忙着砍蔗、剥叶、捆扎、装运，满载
甘蔗的大货车整装待发；在一些已完成
砍收的地块上，各类农机设备来回穿梭
作业，土地平整、甘蔗下种、培土覆膜等
步骤一气呵成，一行行甘蔗很快被种植
下去。

“我们通过土壤改良、引进新品种、
深翻深松、合理施肥等现代化农业管理
模式，有效降低了耕、种、管、收各个环节
生产成本，并通过无人机进行植保飞防
等技术，提升甘蔗种植的科技含量。”公
司总经理刘志刚说，基地还尝试了甘蔗
和土豆轮作，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增
加了经济效益。

在广西久洋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甜蜜之光”现代甘蔗产业园的智能灌溉
区，间隔均匀的田垄间，一根根灌溉管道
和滴灌带纵横相连，工作人员只需打开

手机App输入指令，就能对数百亩甘蔗
进行精准灌溉。

公司副总经理杨学介绍，产业园通
过实施甘蔗良种繁育、水肥药一体化栽
培、全程机械化等技术，运用规模化生
产、适度经营、精细化管理模式，实现了
增产、增糖、降本、增效，每亩甘蔗增收节
支500元以上。

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
糖主产区，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
量连续19个榨季占全国60%左右。糖业
不仅是广西的传统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
也是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事业”。

来宾市兴宾区凤凰镇大许村村民霍
佳丽家里种有10亩甘蔗。“今年甘蔗亩
产7吨左右，糖厂收购价是540元/吨。”
霍佳丽说，甘蔗种植实现机械化后，他们

有了更多时间再找一份工作，提高家庭
收入。

“一根甘蔗两头甜”，一头连着蔗农，
一头连着制糖企业。

在广西扶南东亚糖业有限公司卸蔗
场，运蔗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到达糖料蔗
投放点后，由自动卸蔗系统快速完成卸
货，通过压榨输送带进入破碎、压榨流
程；制炼车间里，全自动装包和机器人码
垛设备有序运转，一袋袋白砂糖被迅速
装包，经机械手臂精准抓取后摆放整齐。

“公司生产线全工序运用DCS自动
控制系统，生产效率和效益大幅提升。
目前公司日压榨能力达1.7万吨，年产白
砂糖20万吨以上。”公司工程师中心主
任郑进华说，制糖废水在环保末端处理
系统经过混合调节、水解酸化、好氧生化

等环节，其中的有机污染物被污泥胶团
有效降解，经在线监测达标后，可直接排
放或进行二次循环利用。

除了制糖，甘蔗还能生产出更多产
品，形成糖业循环经济。当前，广西正加
快培育壮大蔗糖循环利用产业链，推动
传统蔗糖产业向生物基化工、食品工业、
发酵工业等转化升级。

在广西龙州甘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养牛基地，经粉碎后的甘蔗尾叶用来直
接拌料投喂牲畜。该基地所用的养殖饲
料90%为甘蔗尾叶，在龙州县设有8个
蔗叶回收点，带动周边1500多户农户收
集销售甘蔗尾叶。“我们一年收储5万多
吨甘蔗尾叶，现在新建的牛棚有8000多
平方米，接下来还要继续扩大养殖。”公
司副总经理黄秀梅说。

依托崇左市丰富的蔗糖资源，安琪
酵母（崇左）有限公司与当地糖厂合作，
将制糖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糖蜜“变废为
宝”，深加工成高活性干酵母、高核苷酸
酵母提取物、生物有机肥等产品。公司
总经理助理刘佩东说，公司产品远销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公司产
量达5.3万吨，年产值达12亿元。

忙趁春光酿“甜蜜”
——新榨季广西蔗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一帆

“不出十五都是年”，各地迎来热闹
欢乐的元宵佳节。记者近日走进厦门、
长沙、上海等地的消费场所看到，传统与
时尚“碰撞”下的场景焕新，商旅文体业
态的深度融合，提升顾客体验感的暖心
服务正不断激活新的消费增长点。

传统与时尚“碰撞”

上午10时许，一艘闽南复古龙船造
型的游船从厦门和平码头缓缓驶入鹭
江，两岸一边是繁华的现代化高楼，另一
边是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游客目之所
及，美不胜收。经过规范升级的“厦门海
上游”项目，自今年春节全新亮相以来，
受到人们追捧。

来自四川的刘先生一家首次体验
“厦门海上游”项目。他说：“乘船看海上
风景，还可以观赏船上具有闽南特色的
布袋木偶戏表演，真是一次难忘的旅游
体验。”

“我们推出了多个主题产品，比如
在有的游船提供独特的闽南海上年味
早午茶；随着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
圈，我们在主题船上营造‘海上看雪景’
氛围，让来厦门海上游的游客也能感受
飘雪美景。”“厦门海上游”项目运营负
责人严劼说。

严劼介绍，与以往产品相比，今年推
出的海上游项目更具闽南特色，与市民

游客互动性更强。元宵节将延续春节期
间的国潮风格，深度挖掘闽南文化与海
洋文化，在厦门龙船等主题船举办赠送
汤圆、表演布袋木偶戏、赏花灯、写福字、
挂红绸等民俗活动。

这种传统与时尚、国潮与现代的“碰
撞”，成为多地元宵节消费市场一大亮
点。在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中心广场，
不仅有民乐演奏等传统节目，还有摇滚
乐、街舞等潮流表演；在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打铁花”等非遗演出烘托欢乐气氛，
超过千架无人机在空中打造数字“巨
龙”，公园企鹅馆内由哈尔滨艺术家制作
的长3米、高2.8米的“东方神龙”冰雕，
与憨态可掬的企鹅形成反差，吸引众多
游客拍照……

湖南一家知名“网红”餐厅负责人
说，在传统元宵佳节，不同元素“碰撞”形
成的反差让消费者获得不一样的感受，
特别受到追求新鲜感的年轻群体喜欢。

商旅文体深度“互动”

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长沙京东
MALL一改传统电器商城模式，化身为

“超级体验店”。元宵节期间，顾客可以
在烘焙体验区制作汤圆、冰糖葫芦等食
物，还可以在电竞体验区畅玩游戏。

长沙京东MALL副店长陈永亮说，
商场设置了烘焙、咖啡、电竞、家庭游戏

等6大体验区，并在线上建立专业社群，
9名专职体验师为顾客进行指导，打造产
品和体验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消费
新场景。

这是消费业态融合的一个缩影。在
元宵节，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从“吃吃吃”
变为“游购娱”，越来越多的商家从“卖货
带货”变为商旅文体深度“互动”。

今年春节以来，上海徐家汇商圈首
次整合10余家商场和商户，联动上海体
育馆、徐家汇书院等资源，推出徐家汇年
货节、百年新“汇”骑行活动等系列促消
费活动。厦门市商务局牵头启动新春嗨
购消费季，推出上百场富有节日特色的
促消费活动。

长沙市天心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
张灵认为，传统商圈、商场正在转型，纷
纷在文化市集、潮流体育、艺术展览、沉
浸体验等新业态上做文章，增强消费吸
引力与体验感。

暖心优质服务“护航”

近日，记者走进长沙美食地标“文和
友”，看到5层楼高的巨大空间里顾客川
流不息，市民游客品尝美食、拍照“打
卡”，感受老长沙的市井热闹。元宵节当
天，长沙文和友举办内容丰富的“喜乐
会”，顾客还可以品尝到长沙特色的“橘
露汤圆”。

长沙文和友总经理孙平说，面对春
节以来的庞大客流，如何优化服务是巨
大考验。为此，长沙文和友优化了13个
服务步骤，比如在中庭有员工举着“问路
找我”的牌子为顾客指路，在就餐区有20
多名持证“剥虾师”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
服务。

“通过优化服务，我们希望进店的顾
客不只匆匆吃一顿饭，还能更好感受长
沙的烟火味。”孙平说。

不只是长沙文和友，“网红长沙”核
心区域天心区推出了一系列温情服务举
措，如倡导有条件的商场开展免费停车、
免费寄存行李等服务，提供长沙好玩地
点路线指引、“暖宝宝”、医药箱等。

在上海豫园等节日人气火爆场所，
有关部门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上海市公
安局黄浦分局豫园派出所有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客流量增大，九曲桥广场蛇形通
道将会打开，整个园区实行大的单向循
环，以保障游客安全游览。

暖心优质服务“护航”，消费者更安
心舒心。在上海田子坊，红灯笼给保
持着原始风貌的弄堂增添了喜庆气
氛。正在拍照“打卡”的重庆游客王女
士说：“春节假期后、元宵节前‘错峰’
来上海玩，尽管这几天阴雨绵绵，但很
多景区仍在举办灯会等活动，此次出
行非常开心。”

2月24日，在位于诸暨的浙江凯诗利科
技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车间内，织缝翻检智能
一体袜机在生产一批春夏款潮袜。

新春伊始，“国际袜都”浙江省诸暨市大
唐街道的袜业企业开足生产线，抢进度、赶订
单，部分企业从正月初五就已开工，订单排到
了今年6月份。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街道是全球最大的袜
子生产基地，这里每年生产250亿双袜子，产
量占全国的70%以上，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据新华社

““国际袜都国际袜都””袜业企业开工忙袜业企业开工忙

2023年，上海市实现出口货值1.74
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6%。在众
多热销海外的“上海制造”中，一些不显
眼的商品异军突起，为全球用户和消费
者带去独特的体验与价值。

记者从上海海关隶属青浦海关了
解到，2023年，上海青浦区一家企业出
口电竞用电动升降桌货值3.6亿元人民
币，比上年大幅增长四成。

据这家企业的总经理王丹凤介绍，
电竞用电动升降桌热销海外，在于电子
游戏及电子竞技运动近年来成为众多
年轻人的“心头好”，包括电竞用电动升
降桌在内的相关设施用品成为“宅经
济”热销商品的代表。中国企业凭借强
大的制造优势，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兴
的出口增长点。

“2023年，我们仅对美国就出口货
值近2亿元，其他热销市场还有英国、德
国、波兰等。”王丹凤说。

据青浦海关统计，2023年，在电竞
用电动升降桌等热销商品带动下，青浦
区实现家具及其零件出口货值8.5亿
元，比上年增长32%。

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2023
年，上海锂电池出口货值达382.4亿元，
比上年增长50.5%。少有人知的是，锂
电池相关木包装出口也被“带火”了。

据上海宝山区一家生产企业的负
责人孔祥军介绍，由于锂电池属于危险
货物，价值较高，相关包装产品的质量
要求比常规的托盘、包装箱高出许多。
抢抓锂电池木包装出口商机，不仅更好
地满足了海外市场需求，还可以推动国
内生产企业转型升级。

目前，这家企业的锂电池包装木
箱月均出口量接近万只。进入 2024
年以来，企业迎来订单高峰，一直在加
班赶工。

豆腐乳是中国传统民间美食。作
为调味品，其既可在喝粥、吃馒头时食
用，也可用来烹调风味独特的菜肴。
2023年，上海奉贤区出口豆腐乳126
吨，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近
日，最新一批1.2吨豆腐乳从上海出口
新加坡。

据上海海关隶属奉贤海关物控查
验二科科长沈珏介绍，豆腐乳近年来正
在走出海外华人圈，受到更多国外消费
者的认可，这些新消费群体喜欢将豆腐
乳当作奶酪一样涂抹在面包上食用。

“我们帮助相关出口企业健全生产
加工卫生控制制度，送去预约申报、预
约检验服务，及时出具检验检疫证书，
确保上海生产的豆腐乳快速通关出
口。”沈珏说。

据上海海关统计，2023年，上海出
口食品货值 11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2%。豆腐乳只是众多“上海滋味”的
缩影。这些舌尖上的“上海滋味”，虽出
口货值并不显眼，但拉近了上海与海外
消费者的情感距离。

在全球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上海
制造”的一些不显眼商品为何畅销海
外？除了紧抓国际消费新热点、自身设
计制造水平出众、有国内大市场依托等
因素外，上海海关的一组数据值得关
注：2023年，上海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
数量达5.9万家，比上年增加6.3%，其中
民营企业4.2万家，比上年增加8.8%，经
营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实现进出
口货值1.3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2%，
增速明显高于全市进出口总体0.7%的
增速，占全市进出口的比重已达31%，
比重较上年提升1.6个百分点。拥有较
强创新与适应能力的民营企业携手外
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撑起上海
外贸的“一片天”。

“上海制造”的不显眼商品
为何畅销海外？

□新华社记者 吴宇

新华社南京2月24日电 记者从南
京大学获悉，该校谭海仁教授课题组研
制的大面积全钙钛矿光伏组件取得新
突破，经国际权威第三方机构测试，其
稳态光电转化效率达24.5%，刷新此类
组件的世界纪录，也为后续产业化发展
打下技术基础。相关论文23日发表在
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据谭海仁介绍，钙钛矿是新型太阳
能电池的重点研发方向之一。和传统
晶硅材料相比，钙钛矿光伏组件更轻、
更薄，具有可弯曲、半透明等良好特性，
应用场景更丰富。近年来，谭海仁课题
组一直致力于研究钙钛矿，取得小面积
电池光电转化效率28%、大面积叠层组
件光电转化效率21.7%等成果。

“叠层组件由带隙不同的子电池堆
叠而成，窄带隙子电池能够吸收宽带隙
子电池吸收不了的光，理论上，叠层组
件的光电转化效率应该更高，21.7%这
个结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论文共同
第一作者、南京大学2019级直博生高
寒告诉记者，实验室制备的小面积电池
只有1平方厘米左右，而真正具有商用
价值的是组件，所以必须突破大面积叠

层组件的效率关。
难点在于窄带隙钙钛矿薄膜的生

产工艺。“窄带隙钙钛矿薄膜的结晶过
程太快，不好控制，大面积制备时，会出
现薄膜不均匀的问题。而且钙钛矿的
结晶过程上下不同步，容易导致薄膜的
底部产生大量缺陷。”高寒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谭海仁课题组
在前驱体溶液中加入了甘氨酰胺盐酸
盐，它能够减缓钙钛矿的结晶速率，将
薄膜的制备时间延长到原来的10倍左
右，并且能自发诱导修复底部缺陷。

高寒表示，用这种办法制造的窄带
隙钙钛矿薄膜，与宽带隙钙钛矿薄膜
结合后，所形成的叠层组件面积达
20.25平方厘米。经过国际权威第三方
机构测试，该组件取得24.5%的光电转
化效率，相关数据被国际《太阳能电池
效率表》收录，目前尚无同类组件打破
该纪录。

谭海仁表示，此次突破为后续发
展打下了技术基础，“我们还将不断尝
试制备面积更大、效率更高的全钙钛
矿光伏组件，向着产业化的目标踏实
前进。”

我国科研团队刷新大面积
全钙钛矿光伏组件光电转化效率世界纪录

新华社石家庄2月24日电 24日，
一辆装载有15万个压电石英的货车从
雄安综合保税区卡口驶出，这是雄安综
保区开展的首票出口业务，标志着雄安
综保区正式进入常态化发展阶段。

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层次高、通关便
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雄安综合保
税区于2023年6月25日正式获得国务
院批复同意设立，规划面积0.63平方公
里，分两期建设，一期规划面积约0.42
平方公里。2024年1月12日，雄安综
合保税区（一期）顺利通过国家联合验
收组验收，并在当天举行了揭牌仪式。
2月18日雄安综保区首家企业顺利完
成海关备案。

据了解，雄安综合保税区首票出口
业务的货物将运往北京首都机场，再出
口到日本。

“综合保税区具有的入区退税、进
口保税、区内货物自由流转等政策，降
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利于符合雄安
新区定位的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
集聚发展。”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
副关长王蕾说。

雄安综合保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雄安综合保税区将瞄准企业诉
求，不断畅通雄安综合保税区和周边各
种物流通道，打造贴身贴心的政务服务
体系，让企业体验优质、高效、舒适的通
关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雄安综合保税区首票出口业务通关

场景焕新、业态融合、服务升级
——元宵节新消费增长点一线扫描

□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陈爱平 付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