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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是全球栽培数量最大的
球根花卉，享有“世界花后”的美誉，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引入我国后，历经
40 年孕育，已成为国内切花及盆花
市场、园林绿化、城市造景、花海旅游
的重要花卉。

我省是郁金香产业大省，生产基
地主要分布在朝阳、大连、沈阳、锦州
等地，总规模近 6 万亩；切花年产量
约 1.6 亿枝，占全国 60%以上。辽宁
的郁金香产业体量虽大，却也有“成
长中的烦恼”，主要体现为生产管理
等技术标准不统一。为补齐这一短
板，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郁金香团队
历时 15 年，推出覆盖郁金香全产业
链生产技术的6项地方标准，旨在生
产出更高质量的种球及花卉产品，带
来更好的景观效果，推动产业发展。

制定“标准链”

郁金香外形典雅、色彩纯正、花
色繁多，在我省的盆花、切花、水培和
景观绿化等领域均占有一席之地，尤
其是早春花海旅游不可代替的花卉。

但其“盛放”的背后，产业瓶颈不
可忽视。省农科院花卉所副所长、国
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花卉沈阳
综合试验站站长屈连伟表示，因缺乏
配套的标准体系，我国繁育的郁金香
种球质量难以保证，不得不大量从国

外进口商品种球。数据显示，全国每
年郁金香种球的进口量达 4.3亿粒，
产业总价值约150亿元。其中，我省
年进口郁金香种球数量约占全国的
1/4。同时，因缺乏高效标准的生产
技术，我国的郁金香栽培技术参差不
齐，导致切花、盆花产品质量不高，产
业未能发挥出更大的经济价值。此
外，因花农及景观企业配套技术不够
完善，郁金香在实际的绿化应用中未
达到最佳效果。

短板，正是突破口、潜力板。
为有针对性地破解郁金香产业发

展中的难题，省农科院花卉所针对我
省产业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郁金
香盆花生产技术规程》《切花郁金香生
产技术规程》《水培郁金香生产技术规
程》《园林绿化郁金香栽培技术规程》

《郁金香采后处理及贮藏技术规程》和
《郁金香种球扩繁技术规程》六项地方
标准，从郁金香盆花和切花温室生产
的品种与种球的选择与处理、基质选
择与处理、种球栽植、栽植后管理、病
虫害防治、分级及采收和包装处理等
方面进行技术规范，广泛适用于温室
郁金香盆花、切花生产。

效益上台阶

标准落地，产业升级。
“ 经 过 标 准 化 指 导 的 经 营 主

体，在郁金香生产中扩繁一级种球
率可达 65%，开花率达 96%。盆花
商品率可提高 25%，能够实现花期
精准调控；切花产量可提高 30%，商
品率可提高 20%，并能够在全年任
意时间开花。”屈连伟说，这些标准
应用于朝阳凌源、抚顺、沈阳等地
区的企业和合作社，将带动当地切
花、盆花产品质量和价值大大提
高，每亩地平均纯利润可达 8 万元
到 12万元。

朝阳凌源是最典型的受益地区
之一。该地区以切花郁金香为主，生
产面积达 2.5万亩，“凌源花卉”获批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花卉产业带动了当地种植户
效益大增。在屈连伟的指导下，朝
阳凌源花农李国明开展反季节郁
金香栽培生产，去年生产了 70 万粒
种球，纯利润达 140 万元；今年，凌
源农民张利民在省农科院花卉研
究所郁金香团队的指导下，开展切
花郁金香生产，其自有的两栋温室
仅用时两个半月，就获得纯利润 60
万元。

既是商品，也是风景。如今，
在大连、沈阳、锦州等地，以花海旅
游、园林绿化和盆栽为主的郁金香
产业总规模达 3 万亩，既提高了郁
金香花海的绿化应用效果，也增加
了当地的经济收益，进一步推动了

城乡绿化美化、花卉旅游、休闲农业
发展。

“美丽”再升级

郁金香，这个美丽产业正在催生
美丽经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郁
金香品种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为产
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

为适应市场需要，省农科院花卉
所将牵头以科研基地和龙头企业为
示范引领，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进郁
金香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以先进、
适用的标准推动全省郁金香生产技
术水平和品牌影响力提升。

“我们将根据省内的地域优势、
气候资源特点以及产业基础，优化郁
金香优势区域布局，以企业为主体，
打造郁金香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产学
研结合、产供销一体、一二三产业融
合的花卉产业集群。”屈连伟说，预计
未来该产业可创造4万个就业岗位，
实现年交易额100亿元，辐射和带动
更多花农增收创富。

同时，省农科院花卉所郁金香团
队将积极选育和推广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郁金香新品种，牵头争取郁金
香国家标准立项，扩大我省郁金香产
业的影响力。

我省郁金香切花产量占全国六成以上，地方标准于近日出台

让“世界花后”扎根辽沈香溢四方
本报记者 李 越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现
在的创业环境是真好，从登记注册到
拿到营业执照，几个小时就能搞定，
这让我们创业者信心更足了！”近日，
在铁岭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商事登
记综合窗口，创业者赵长洪成功领到
公司营业执照，很是喜悦。

上半年，铁岭市不断深化“放管
服”改革，举措新、力度大，市场活力
持续激发。截至 6 月底，全市实有
各类市场主体 230226 户，同比增长
11.57%。新登记市场主体 16695户，
其 中 企 业 2182 家 、个 体 工 商 户
14455户。

今年，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力推行
企业登记“一网通办”、全程电子化办
理，实现涉及企业开办的企业登记、
印章刻制、申领发票、申领税控设备、
员工参保登记开户等事项100%网上
可办，让“不见面”“零跑动”的登记模
式惠及更多创业者。同时，在确保工
作质量的前提下，将全市一般性企业
开办时间压缩至1天，服务效率进一

步提升。
聚焦企业“准入、准营、退出”各

环节的难点，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纵深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全力打造企
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充分激活市
场主体动能。全面落实住所（经营场
所）登记自主申报承诺制、住所与经
营场所分离登记制度，申请人只需提
交载明住所（经营场所）相关信息的
承诺书即可办理登记。

同时，铁岭市以直接取消审批、
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
审批服务方式落实市、县两级“证照
分离”改革事项 151 项，有效解决了
市场主体准入后的准营问题，市场主
体活力进一步释放。

此外，为化解企业面临的“痛
点”“堵点”“难点”，铁岭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制定出台了《保市场主体纾
困解难措施》，聚焦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围绕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强服务、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个方面，出
台 19 条举措，以最大力度帮助市场
主体渡过难关。

上半年
铁岭市场主体同比增11.57%

“我们生产板材的原料是盘锦本地盛
产的天然生芦苇，无甲醛，生产过程中无污
染物排放、无任何添加，是绿色健康板材，
技术水平和质量标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月12日，记者在位于盘锦市大洼区清水
镇的盘锦积葭生态板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看到，巨型风车般的晾板机上，一张张刚热
压出来的板材呈扇形排列，正在降温，工作
人员在检查板材的表面质量，车间内弥漫
着让人心旷神怡的芦苇清香。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该公司投入近千
万元进行技术研发，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
装备水平，生产的无醛芦芯板材与霍尔茨
门业、伟杰板业等国内著名企业达成长期
战略合作，上半年实现销售额 7000 万元，
同比增长30%。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绿色板材上半年
销售额增长30%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近
日，“美总开罗”轮靠泊大连港集装箱
码头进行装卸作业，标志着达飞/太
平/宏海箱运合营越泰线在大连口岸
正式开通运营。至此，辽港集团大连
港本年度已开通 3 条外贸集装箱班
轮航线，大连口岸外贸集装箱航线总
数达88条。

该航线将投入 4 条 2500TEU 船
舶，以进口香蕉等冷藏货物为主，出
口挂靠林查班、胡志明等港口，将有
效解决东北地区面向越泰等主要贸
易区域直航舱位不足的问题，助力东
北腹地的化工品、矿产、金属制品等
稳定出运，为大连外贸集装箱枢纽港
和冷链物流中心建设再添助力。

该航线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签订以来，辽港集
团在大连口岸开辟的第二条 RCEP
沿线国家航线，是辽港集团依托辽宁
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制度创新优势、

深度融合本地产业特色与东盟国家
贸易产业需求、积极探索东南亚航线
网络优化升级路径的重要举措。随
着RCEP生效叠加后疫情时代东南
亚地区的重新开放和复工复产，东北
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贸易
不断升温，进出口货物需求持续增
加，亚洲贸易预计将迎来一个全新的
时代。该航线的开通为东北地区和
东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新的
物流通道选择以及高效便捷的服务，
将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贸易增长。

作为辽港集团外贸集装箱业务
发展的龙头，近年来，大连港抢抓国
家战略机遇，依托招商局集团港航物
流体系资源的强化协同，深度融入辽
宁港口整合发展大局，积极开发面向
东南亚、澳新等RCEP区域国家外贸
集装箱业务，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转
身向海，全面参与东北亚国际经济贸
易竞争合作。

辽港集团开通
东南亚集装箱新航线

产经视线 SHIXIAN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7月 5日，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
镇花岭村中药材精品示范园里一派
忙碌的景象，村干部和村民顶着烈日
在园里劳作，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拨
开枝叶，再轻柔地将白鲜皮上刚开出
的花朵全部掐掉。村党支部书记、主
任李俊鑫告诉记者，这样做是为了阻
止花朵和根茎争夺养料，以促进白鲜
皮的根茎长得更茂实、更茁壮。根茎
产量增加了，收益自然就高了。

“去年靠卖白鲜皮种子第一次见
到效益，有 9000 多元，再加上间种
玉米的收益，一共收入 1.7万元。不
了解的人觉得收益不算多，但我们
村民却认为是破天荒了。”“这里以
前就是一片沙柳地，种大田每亩能
出 500 元钱就算高产了。”“在这片
薄地见不到希望，村民以前要么种
玉米，要么干脆就撂荒。”村民你一
言我一语抢着说。

眼见四五公顷的土地逐年荒芜，
花岭村党支部成员急在心里。2019
年，村党支部召集党员和村民骨干开
会研究，决定采取流转的方式将这块
薄地利用起来，因地制宜种植中药

材。这个决定很快得到村民的积极
响应，因为他们清楚，在沙柳地种植
中药材在本溪满族自治县就有先例，
只是投入高，还需要有经验、有销售
渠道，所以不能靠村民个人单出头，
只能大家伙抱团做事。

有了村党支部牵头，花岭村成立
了本溪花岭农商有限公司，就这片 4
公顷的沙柳地与30余户村民签订了
流转合同。自愿加入的十余户农户
推举村民罗鹏、李广文做了股东。万
事俱备后，花岭村当年就在3公顷多
的沙柳地里种上了白鲜皮，2020 年
又种了 0.6公顷黄精，2021年增加种
植了山胡萝卜。2021 年，这些中药
材让村民在沙柳地破天荒地见到了
好收益，家家户户的干劲更足了。

李俊鑫告诉记者，这片以前不受
人待见的沙柳地经过流转后种植中
药材，如今已经成了一块致富宝地，
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还带动了当
地留守妇女就业，增加了低收入村民
的收入。随着种植规模和产量不断
增加，预计到2024年，这块沙柳地能
为村民带来年收益200余万元。

撂荒地流转种药材见到好效益
本报记者 丛焕宇

7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中国（沈
阳）智能网联汽车国际大会在沈阳举
办。本届大会以“引新荟智、共赢共
享”为主题，包含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智能网联汽车大赛、
智能科技展、智能示范体验活动的

“会、赛、展、体验”四大板块，重点围
绕智能网联汽车、数字经济、云计算、
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安全技术等
生态链展开深入探讨。华为全面深
入地参与了本届大会的各项议程。

开放合作
加速汽车智能化转型

在7月10日的主论坛中，华为智
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Marketing 与销
售部副总裁徐军发表了主题为“开放
合作，加速汽车智能化转型”的演
讲。徐军表示，目前，中国新能源汽
车市场已进入规模增长的黄金时
代。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传统的
汽车开发模式、人才模型以及供应链

体系都在改变，产业需要软件深度参
与到汽车的开发和服务过程当中，需
要以用户体验为中心，进行产业链深
度协作、联合创新。

徐军还表示，华为不造车，但华
为构建了七大智能汽车解决方案，通
过 Huawei Inside 和智选模式为车企
提供平台化方案，帮助车企造好车、
卖好车。同时，用传统零部件模式为
车企提供智能化部件。在新的产业
分工与合作模式下，华为坚持“平台+
生态”的发展战略。目前，华为已经
与300余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携
手实现共赢。

技术创新
引领智慧驾乘体验

本届大会的智能科技展板块，更
加注重对智能科技领域最新应用技
术和实用产品的发布。值得一提的
是，不久前发布的北汽极狐阿尔法S
全新 HI 版轿车在本届大会现身，这

是该车在东北地区的首次亮相。北
汽极狐阿尔法 S 全新 HI 版是全球首
款搭载“HI华为全栈智能汽车解决方
案”的量产车。

极狐阿尔法 S 全新 HI 版运行
HarmonyOS车机操作系统，专门为车
载场景打造的语音控制、视觉感知、
车载支付、无缝流转等核心能力与应
用深度集成，构建智慧出行空间，带
给驾乘者千人千面、万物互联、智能
交互、持续生长的座舱新体验。

携手共进
迎接智能网联新时代

在本届大会现场，沈阳智能网联
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华为智能
汽车解决方案 BU Marketing 与销售
部副总裁徐军和沈阳市政府主要领
导，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党委书
记、董事长安铁成，百度智能驾驶事
业群副总裁、智能网联业务总经理刘
常康，沈阳大学校长赵彦志等人一同

为研究院揭牌，共同推动沈阳智能网
联产业技术发展。

为加速沈阳市大东区汽车产业
实现智能化，大东区携手华为云打造
了东北地区首个基于车路协同的智
慧公交示范项目，极大地方便了市民
出行。在这条22公里的智慧公交示
范线路上，乘客可精准了解车辆的到
达时间和载客数量，从而调整出行计
划；公交司机可根据语音播报调整车
速，达到平稳运行；公交公司可通过
智能化手段收集和处理车辆信息。

沈阳市大东区积极响应“数字辽
宁、智造强省”号召，携手华为云出台
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网联汽车先导区，
扩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圈，并与
华为携手，共同推进大东区在车联
网、智慧交通、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
实现汽车制造产业升级，构筑产业良
性健康生态，提升区域产业跨越式创
新发展水平。

本届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用更多

元、更智慧的方式展示了智能网联的
新技术、新成果和新产品，围绕自动
驾驶、新能源汽车、车联网与智慧交
通等领域，探讨产业发展趋势，分享
行业创新成果，谋划产业应用前景，

为智能网联产业发展作出了有力贡
献。未来，华为将持续支持智能网联
产业发展，积极参与行业建设，助力
交通全行业数字化转型，携手生态伙
伴共同见证智能网联新时代。

引新荟智 共赢共享

华为全面助力沈阳智能网联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文并摄

辽阳灯塔市万宝桥街道东高屯
村村民付长春于十年前创办了灯塔
市羽生鹿业有限公司，开启了特色养
殖事业；如今，他的儿子付羽生也加
入进来，父子俩齐心协力，抢抓机遇，
通过饲养梅花鹿，打开了致富门。

7月11日，在灯塔市羽生鹿业有
限公司的梅花鹿养殖基地，付羽生正
忙着给小鹿喂食。鹿舍内，梅花鹿体
态优美，温驯可爱的模样惹人喜爱。

“梅花鹿吃得少、长得快，浑身上

下都是宝。”付羽生说，“养殖梅花鹿，
主要靠采收鹿茸和出售小鹿挣钱，一
只成年公鹿每年可以割两次鹿茸。”

很多人只知道鹿茸是名贵的中
药，其实梅花鹿全身都是宝，鹿油、鹿
胎、鹿血、鹿肉、鹿筋、鹿鞭等均可入
药，可以防治多种疾病。随着鹿茸的
市场价格不断提高，梅花鹿养殖的经
济效益十分显著。

从 2012 年开始，付长春在抓好
梅花鹿养殖的同时，注重培育和拓展

消费市场。他紧跟网络时代潮流，经
常在个人微信平台上更新鹿场动态，
利用社交平台进行广泛宣传，让消费
者了解鹿场最真实的信息。

“前几天，咱家的公鹿刚刚割完
鹿茸，一共 20 多副。今年鹿茸行情
不错，每斤鹿茸最多能卖到2000元，
再加上鹿产品深加工，一头鹿每年能
带来近 5000 元利润。”付羽生说，眼
下，他的养殖基地有梅花鹿 130 多
头、鹿崽 30 多头，一头鹿崽能卖 1.5

万元，效益相当不错。
付羽生接触梅花鹿养殖有四五

年了，刚开始是父亲付长春养殖，由
于经验不足，只是小打小闹。如今，
养殖技术成熟了，也有了老主顾，规
模不断扩大。在他们的带动下，灯塔
市有6户农民从事梅花鹿养殖，存栏
量近900头。

“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用了，我们
开始着手在附近进行扩建，能多养100
头鹿！”对于未来，付羽生信心满怀。

两代养鹿人 蹚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严佩鑫

第二届中国（沈阳）智能网联汽车国际大会华为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