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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看水看风景，品文品韵品美食。勤劳

的临沂人创造了丰厚的物产，也丰富了自己的

餐桌。

兰陵县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南菜

园”。走进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一幅传统农业和

现代农业结合而成的美丽画卷呈现在眼前。海

绵栽培、管道培植、轮式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在

这里得到充分展示，游客还能坐上露天的轨道小

火车，观赏千亩油菜花田，感受现代农业示范，体

验农耕采摘及民俗文化。

跋山涉水后，不妨尝尝临沂的美食。临沂炒

鸡香气持久，鸡肉不老不嫩，吃到嘴里软香细腻，

回味悠长。临沂煎饼是山东临沂一带的特色美

食，松酥柔软、营养丰富，便于存放、易于携带，是

沂蒙山区民间的传统家常主食。用牛肉、羊肉、鸡

肉制作，配上麦仁、鸡蛋、香菜制作的糁，是临沂人

早餐的标配。当地人说，一碗糁汤喝个微微出汗，

能鲜掉牙齿。除此之外，八宝豆豉、沂蒙全羊汤、

渣豆腐等，也都是临沂广为流传的特色美食。

赏好风景，享生态美。在临沂，春赏樱桃花、

夏尝樱桃果的马泉休闲园，“红崖碧水相依，山寨

露营探秘”的红石寨，水温可达78℃、富含多种有

益健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的智圣汤泉等，都是值

得游览探索的好去处。

沂蒙山的美 不止于山水
——“沂蒙赏花之旅”长三角及周边媒体临沂文旅采风活动实录

□记者 李天蔚

沂城花开季，光景更新时。近日，“沂蒙赏

花之旅”长三角及周边媒体临沂文旅采风活动

在山东省临沂市举行。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

起领略临沂的秀美风光吧！

临沂多样的文化旅游产品有着鲜明的地域

特色，依托于现代化技术的迭代升级，游客的多

重体验需求日益得到满足。

沂水县的雪山彩虹谷，春日里杨柳青青，

樱花烂漫。通过人工降雨和精妙的角度计算，

山谷间创造出一道道美丽的彩虹。游客可以

撑伞穿过山涧，近距离欣赏这些“不会消散”的

彩虹。此外，谷内还打造了冰雪小天地，即使

在盛夏也可以体验，让大人和孩子都能收获

“反转”的快乐。

地下画廊景区以洞内钟乳遍布、石笋林立闻

名，168处主要景观形态各异，令人叹为观止。景

区将洞内 1200 米的地下暗河漂流与洞外 600 米

探险漂流合为一体，乘坐皮艇经历数次的飞流直

下，跌宕起伏、飞珠溅玉，惊险刺激。

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地处沂蒙山山脉东

段，位于费县，是《沂蒙山小调》诞生的地方。游

客在这里可以学唱小调，更能走上全长 505.5米

的“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登上标志性文化景观

望海楼，眺望峰峦叠嶂、林木繁茂、溪洞纵横的景

观，欣赏“沂蒙山区好风光”。

临沂历史悠久，不仅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

还是一片红色热土。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是中国

四大根据地之一——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在位于沂南县的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沉浸

式情景小剧《跟着共产党走》正在小院里上演。

深情质朴的演出、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恍若身临

其境。深挖红色故事，创新表现形式，依托老院

落、老房子，旅游区持续打造出《妇救会》《跟着共

产党走》等7处主题沉浸式小院和剧目，众多研学

团队慕名而来。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曾是举世闻名的革命根

据地之一，现在是“乡村好莱坞”，更是一处红

色旅游网红打卡地。基地内遍布诸多影视拍

摄基地，许多被人铭记的红色革命题材剧作都

产自这里。老区人民把革命年代英雄人物和

经典故事搬上荧屏，让历史的“红”独放异彩，

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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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业没想到，公司“躺”着的专利变成了“真

金白银”，还享受到贷款利率的补贴。

“我们通过专利权质押融资，向银行贷款了600
万元，还享受了政府部门利率补贴。”宁国九鼎橡塑

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振业说，“有了足够的资

金，我们就有充足的动力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宁国九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是安徽省宣城市

宁国市的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生产汽

车零部件及家用电器类橡胶零部件。其中，橡胶

步司是企业的核心产品，但随着市场规模的增长

和竞争的加剧，企业研发生产的资金流面临瓶颈。

“把‘纸’变成‘钱’，让公司有了深耕橡塑市场

的勇气。”王振业说。截至目前，公司拥有 48项专

利，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政策赋能之下，企业新

一代橡胶步司产品已经进入验证程序。

据安徽省知识产权局介绍，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是一种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手段，

以知识产权“轻资产”获得必要资金补给，在服务

中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解决资金短

缺的问题方面，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程胤说，近年来，为助力

中小企业运用知识产权价值支撑创新创业，安徽省

知识产权局持续提高知识产权金融的普惠度和惠及

面，通过加强政银企合作，搭建融资供需渠道，创新

金融服务产品供给等，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惠及更

多企业，让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知产”变“资产”。

不久前，在“知惠行”银企对接会上，中国银行

马鞍山分行客户经理祖月琴说：“来咨询的企业不

少，现场就有15家企业签订了协议。”

在现场，马鞍山市大红灯笼餐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经理郝淑丽拿着放款通知书对记者

说，公司的商标通过质押融资获得 800 万元的贷

款支持。“过去几年企业经营困难，有了资金活水

的注入，发展有了盼头。”

原来，为支持安徽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

安徽省有关部门与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联合开展

知识产权质押助力重点行业纾困“知惠行”专项活

动，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为活动提供了 5亿元的

专项信贷额度支持。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各地举

办超过100场银企对接会，超过1800家企业参加。

为发挥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品牌价值，安徽还探

索推动地理标志商标质押。其中，“歙县山核桃”实

现了全省首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质押融资。“通过这

一办法，协会获得了歙县嘉银村镇银行集体授信

5000万元。”歙县山核桃产业协会会长洪爱娟说。

“入会的 78 名协会会员共享授信额度，只要

符合条件，均能申请贷款。”歙县嘉银村镇银行行

长孙欢斌说，贷款利率给予优惠，目前已将授信额

度中的3200万元发放到农户手中。

为有效分担银行质押贷款风险，安徽推动建

立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比如，合

肥市就制定办法，设立 2000万元知识产权融资风

险补偿基金，对纳入风险补偿基金支持的企业融

资项目损失分类别给予补偿。

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成效的提高，正在促进实

体经济行稳致远。据统计，2022年，安徽省千万元

以下的普惠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104.54亿元，惠

及1590家中小企业。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处长

张勇说，下一步，安徽将加强与金融机构协同联

动，打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组合拳，助

力中小企业运用知识产权价值支撑创新创业。

摘自《安徽日报》

安徽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

让中小企业“知产”变“资产”

记者从湖州市吴兴区市场采购贸易服务中心

获悉，今年以来，湖州市市场采购出口29.62亿元，

同比增长 107.7%，其中，试点属地吴兴区出口

23.86亿元，同比增长69%，领跑全市。

外贸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在

全球经济萎缩、国际形势多变的当下，未来的外贸

进出口压力重重。找到新的增长点，是湖州市外

贸需要着力的重点。作为国务院力推的新兴贸易

方式，市场采购在湖州市外贸领域“推力”十足，让

越来越多的小商品在家门口登上“外贸大船”。

据介绍，作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市场采购业务

以其免征增值税、简化通关手续等政策优势，极大地

满足了中小微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外贸需求，成为

出口新亮点。具体来说，市场集聚区内经营户以市

场采购贸易出口的货物，实行增值税免税政策；允许

多批次、多种类、小批量的无票货物以市场采购方式

出口，为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解决了多批量杂

货“无票”难出口的痛点，激发市场活力；实行简易申

报，极大简化了海关申报手续，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2020年底，位于吴兴区的“浙江湖州（织里）童

装及日用消费品交易中心”试点正式获批。依托

市场采购，湖州市有效拓展外贸增长空间、联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截至目前，全市市场采购贸易

联网信息平台累计备案各类市场主体 1154家，童

装、家具、塑料制品及玩具、机电产品为主要出口

商品，合计占市场采购出口值的60%。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坚持推动‘市场

采购贸易+’融合发展，叠加跨境电商综试区平台

等多重政策利好，实现‘本地企业、本地集货、本地

通关、本地出口’，有效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吴

兴区市场采购贸易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采购依托于互联网信息平

台建立了商品溯源机制，对参与市场采购贸易的各

方主体，即供货商、服务商、代理商、采购商，以及出

口货物流通环节，即备案、交易、组货、报关、税管、收

汇，实行联网信息平台全流程操作和监管，确保出口

商品“源头可溯、风险可控、责任可究”，解决了以往

杂货类商品出口溯源难、管理难的问题。

为了推动更多的小商品走上“大舞台”，湖州

市商务、海关等部门优化协作机制，多次组织市场

采购业务研讨，量身定制通关监管方案，克服场所

容量小、人力紧张等困难，竭力提升监管效能。湖

州海关还采取“预约查验、及时通关、即查即走”模

式，实现不间断服务，做到货物施封验放当日完

结，有效提升市场采购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

市场采购“家门口”快速通关。 摘自《湖州日报》

小批量多批次商品轻松卖全球
今年以来，湖州市场采购出口同比增长超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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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芜湖举办第 81场“畅聊早餐会”，聚焦鸠江区新型

显示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邀请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彭旭辉等 5位企业家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宁波，副

市长蔡毅，市政府秘书长王志鹏参加。

近年来，芜湖“双招双引”工作风生水起、高歌猛进，取得了扎扎

实实成效，天马微电子芜湖新型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便是其中典型

代表。该项目投资80亿元，去年11月11日正式开工，目前正热火朝

天、夜以继日地大搞建设，封顶、设备搬入、点亮、投产、量产等都有

望提前实现，并引领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芜湖。

早餐会上，天马微电子董事长彭旭辉，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春，深圳市承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

苏州天立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会清，苏州李氏控股

集团董事、秘书长贡建忠一致认为，芜湖是一座气质独特、灵秀隽雅

的城市，既有着安徽人骨子里本分踏实肯干的精神，又有着开放进

取的创业激情。他们说，“天马”选择了芜湖，一定能给芜湖引来“群

马”，共同推动形成马不停蹄、万马奔腾的发展态势。宁波则回应，

只要你们下定决心来芜湖发展，芜湖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宁波说，要依托芜湖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等优势，千方百计引进

龙头企业，引进配齐上下游产业，大力培育产业主体和创新主体，推

动形成产业链条、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做优做强产业园区，紧盯

项目建设、“双招双引”、平台赋能等重点工作，扎实提升园区“硬环

境”与“软实力”，为各类龙头企业、专精特新、科创型企业提供优渥

的发展环境。要以一流营商环境保障各类企业在芜发展，全力以赴

为项目建设创造最优条件，全方位全流程做好跟踪服务，确保项目

早日建成、早日投产、早日发挥效益。 摘自《芜湖日报》

3月31日下午，杭州召开经济稳进提质攻

坚行动推进会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打出

经济稳进提质“组合拳”，加快实现经济企稳回

升向好。

结合当前实际，杭州推出一批具有含金量

的政策举措，着力构建“1+X”政策架构。“1”，即
当天发布的《杭州市贯彻落实国务院、浙江省扎

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包括财

政支持、金融支持、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资稳外

贸、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粮食能源安全、保

基本民生 8 个方面 52 条举措；“X”，就是制造

业、服务业等各行业以及各县（市、区）出台的配

套政策。记者了解到，这些政策将在本周内全

部发布实施，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落地见效。

杭州加大政策供给力度，正以最快速度

“退”和“返”。如推动现有留抵退税政策6月底

前完成，并在原有六大行业基础上再新增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等7个行业企业。在最广范围

“缓”和“减”，如实行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

供政策，设立6个月缓缴期并免收欠费滞纳金；

对符合续贷条件的应续尽续，对暂时无力偿还

贷款的小微主体及时代偿并适当延长追偿期。

用最大力度“扩”和“补”，如政府性融资担保费

率不高于1%，新增投放4万个普通小汽车增量

指标，对一定排量以下乘用车减征车辆购置税。

稳经济首先要稳制造业。当天，围绕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杭州在全市域启动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建设智能

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低碳等五大产业生态圈，

着力打造视觉智能、集成电路、药品、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链。五

大产业生态圈的产业链链长均由市领导担任。此外，杭州还发布

了专精特新、智能物联、集成电路等产业政策，以及工业用地、产

业基金、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等保障政策。 摘自《浙江日报》

第八十一场
“畅聊早餐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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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成功！”4月2日16时4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张

家港城市命名的天兵科技天龙二号遥一液体运载火箭成功点火

起飞，将搭载的爱太空科学号卫星送入500公里高度的太阳同步

轨道，展开遥感成像实验等技术验证，开辟了我国商业航天从固

体向液体运载火箭跨越的新时代。

“张家港号”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为我国商业航天企业——天

兵科技历时三年研制的一款中型运载火箭，该火箭为三级液体

火箭，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火箭直径3.35米，长32.8米，起飞质

量153吨，起飞推力193吨，500公里高度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

为1.5吨，近地轨道（LEO）运力为2吨。

据了解，天龙二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一举开创了国际航天和

国内航天七项新纪录：全球私营航天首家液体运载火箭首次成功

入轨飞行；全球首款应用煤基航天煤油飞行的运载火箭；我国首款

不依托发射工位的液体运载火箭；我国首款采用3D打印高压补燃

火箭发动机的运载火箭；我国首款采用三机并联发动机技术的运

载火箭；我国首款采用全铝合金表面张力贮箱姿轨控系统的运载

火箭；我国首款实现箭体结构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天龙二号采用的是‘三平一垂’测发模式，具有车载机动发

射、槽车自动化加注、自带导流发射装置的优势，可在简易水泥

场坪上实施火箭发射，进一步满足低成本、高可靠、快响应、规模

化的小卫星及星座发射需求。”天兵科技火箭发射现场指挥孙秉

理介绍，天龙二号的成功飞行为其后续交付国家长征五号、长征

七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的飞行使用奠定了基础。

天兵科技是我国商业航天领域首家开展液氧煤油火箭发动

机及中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研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

4月，天兵科技运载火箭及发动机智能生产基地项目在张家港培

土奠基，项目总投资 40亿元，总用地 200亩，可年产 30发液体运

载火箭和500台火箭发动机。

天兵科技董事长康永来表示，未来，企业将以“三中心、一基

地”的战略格局，“三机、两箭”的产品战略，聚焦中大型液体运载

火箭，充分挖掘本土化、区域化优势，打造“从用户需求，到产品

创新，到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链体系，大大缩短产品推向市场

的周期，赋能轨道运输、洲际运输，助力中国商业火箭进入“大运

载”和“绿色航天”时代。 摘自《苏州日报》

“张家港号”升空 开创
国际国内航天七项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