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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未来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不远，生命

科学和新材料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深圳晶泰科技有

限公司，同样坐落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作为一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驱动的研发平

台型企业，晶泰科技最终选择将总面积 1.2 万平

方 米 的 实 验 与 计 算 研 发 中 心 放 在 深 圳 。“ 一 流

的 营 商 环 境 就 是 深 圳 最 闪 亮 的 金 字 招 牌 。 我

们是一家吃‘创新饭’的企业，深圳良好的人才

储备、产业生态，以及创新氛围和政策，是吸引

我 们 的 主 要 原 因 。”晶 泰 科 技 首 席 执 行 官 马 健

表示。

为营造市场化一流营商环境，近年来，深圳

市出台了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23 条措施、扶持

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33 条措施等政策文件，

更大力度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今年前 7 月，深圳市新增商事主体 33 万户，

同比增长 27%。深圳市信用服务平台累计促成

企业获得融资突破 1000 亿元，其中 88%为普惠小

微贷款。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上半年，深圳累计发行规模近 29 亿元

的 12 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持续领跑全国。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积极落实国家关于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任

务，推进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重点举

措落细落实。

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

走进深圳国际仲裁院，寓意公正、和谐、共赢

的莲花图案随处可见。

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各执己见，在仲裁

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表示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通力合作。这样的场

景，几乎每天都会在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仲裁庭

内上演。

深圳国际仲裁院，已经成为深圳法治化营商

环 境 的 一 张“ 金 名 片 ”。 深 圳 国 际 仲 裁 院 现 任

1547 名 仲 裁 员 中 有 569 名 来 自 境 外 ，占 比

36.78%，覆盖 114 个国家和地区；2022 年，受理仲

裁案件总争议金额 1272 亿元，居亚洲第一、全球

前三。截至目前，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的仲裁和

调解案件当事人覆盖 138 个国家和地区。

深圳国际仲裁院创设于 1983 年，至今已经

走过 40 年。“深圳国际仲裁院是中国国际仲裁的

先行者和实践者。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会始终

坚持独立、公正、创新的理念，加快国际仲裁高质

量发展，助推深圳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深圳国

际仲裁院院长刘晓春说。

作为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深

圳立足实际、科学立法，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智

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等一批首创性法规，率先在全国建立个人破产制

度，将法治建设与营商环境紧密结合，加快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

“深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一直非常好，而且

出台的措施都非常有针对性。”深圳大学法学院

院长熊伟说，拿深圳最近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做大做优做强的若干措施》来说，紧盯深圳

民营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从重大项目建设、激

发科技创新活力、应用场景开放、拓展海外市场

等方面，提出 20 条“实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首席立法咨询专家、深圳

大学经济特区立法研究中心主任黄亚英表示，深

圳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推动者和受益者。要继

续保持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深圳必须进

一步加大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力度，真正让法

治成为最好的营商环境。

以高水平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外资更加看好深圳发展。

“深圳开放、包容、创新的营商环境让我印象

深刻。”艾杰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

经理尹国会说，“深圳人才聚集、供应链完善，对

知识产权和创新高度重视，我们在中国已经累计

投资 80 亿元，其中在深圳的投资超过 25 亿元，未

来我们会继续与深圳一道共同发展。”

建立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新机制、实行大

科学计划全链条综合管理机制、推出外籍人才认

定机制创新和工作居留一站式服务、创新口岸国

际中转便捷通关模式……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

助推深圳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大湾区加

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023 年上半年，深圳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8 万亿元，增长 3.7%，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909.8

亿美元，增长 76.7%；实际使用外资 416 亿元，增长

10.6%，实际对外投资 60.6亿美元，增长 51.5%。

在各个行业中，深圳跨境电商行业交出的

“成绩单”十分亮眼。2023 年上半年，深圳跨境电

商进出口额 1114.5 亿元，增长 6.8 倍，海外仓独立

站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深圳企业运营和建设的海

外仓面积超 315 万平方米。

深圳市网络直播协会联席会长邹舒寄十分

看好“跨境电商+直播”这种新业态：“我们在直

播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能力以及供应链保

障体系较为完备。跨境直播能够帮助企业直接

接触到一些终端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营

销，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营商环

境，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我们一直努力的

方向。”深圳市商务局商务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张欢

表示，深圳积极创建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国际服务

体系，外资招引力度持续加强，上半年深圳对接外

资企业 385家，其中世界 500强企业 186家。

千帆一道带风轻，奋楫逐浪天地宽。未来，

深圳的营商环境还将更好，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将

更加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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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吴秋

余）21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其中 1 年期 LPR 迎来年内

第二次下降，较上一期下降 10 个基点至

3.4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2%，较上一

期保持不变。

作为 LPR 报价的基础，8 月 15 日，中

国人民银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

作的中标利率较此前下降 15 个基点至

2.50%，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以及隔夜

期、7 天期、1 个月期的常备借贷便利利

率，均较此前下降 10 个基点。

今年以来，1 年期 LPR 已下降 20 个

基点。6 月 20 日，LPR 今年首次下降，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 LPR 双双下降 10 个

基点。

“1 年期 LPR3 个月内第二次下降，

传递出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助力

经济加快恢复的明显信号。”招联首席研

究员董希淼表示，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

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就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关工作进

行研究和部署，要求“继续推动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此次 LPR 下降后，

金融管理部门应加大对银行的指导，引

导银行继续让利广大企业和居民，增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切实发挥好金融在促消费、稳投资、

扩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LPR 下降，有利于带动实际贷款利率下行，降低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预测，本次 1 年期 LPR
报价下降将引导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更大幅度降低，伴随

企业和居民信贷利率持续下行，接下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将有望上升，银行信贷投放节奏也将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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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汗衫，一双粗糙的手，“都说我像个

农民，我本身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嘛！”一

到收获的季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玛纳斯县祥和农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 张 书 祥 不 是“泡 ”在 地 里 ，就 是 待 在 工 厂

里。“农机研发离不开调研，只有多看看农民

需要什么，才能确定研发方向。”他说。

从事农机研发、生产、销售多年，张书祥

已经成功申请了 61 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型专利。他成立的祥和农机公司，目前生

产五大类 14 个系列农机具，涉及种植、施肥、

收获等农业生产多个环节，其中自主研发的

有 28 种。

“就想让农民轻松点”

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张书祥来说，跟

着父母干农活是“必修课”。“那时候农业机

械很少，绝大部分农活要靠人工完成。割麦

子、掰苞米、挖土豆，什么都得干。最难的是

给玉米脱粒，得用手搓，两个手掌心的皮肤

都搓破了。”

如果能有更多农业机械帮忙，农民是不

是就轻松多了？还在上学时，张书祥就想着

以后能自己研制农机具，改变农民的劳作状

态。后来，他跟着老乡到玛纳斯县打工，当过

鞋匠、摆过地摊，还卖过铁皮烟囱。后来，他

决定沉下心来学门手艺。

于是，他到玛纳斯县的一家铁器加工修

理铺当了学徒。师傅连续招了十几个学徒

工，但因为又苦又累，很多人没坚持下来。“我

想着要争一口气，白天跟师傅干活，晚上自

学，慢慢学会了手艺，就自己开了一家农机修

理店。”

农机修理需要锻打设备，买不起空气锤，

张书祥就自己仿制。他设计制作了一台皮带

锤作为替代，还开始生产拖拉机拖斗及悬挂

链条、中耕施肥机等产品，“农民需要啥我就

琢磨啥，就想让农民轻松点。”

当时，中耕施肥机是抢手货，但技术含量

偏低，稍有规模的加工厂都可以做。“长远地

看，还是要生产有技术含量的产品。”经过观

察思考，张书祥开始琢磨新产品。

联想到小时候搓玉米的经历，再看当时

市场上使用的玉米脱粒机只能简单脱粒，需

要人工除杂、筛选，费时费力，张书祥决定在

单一功能的玉米脱粒机基础上，增加风选、除

杂、筛选、装袋等功能。多功能玉米脱粒机的

成功研制，让他获得了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

“一定要跟着农民需求
搞研发”

张书祥的研发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5
年，他研制出第一代八行棉花精量铺膜播种

机，兴冲冲地将其投放市场，结果收益不及预

期。“种的时候没问题，但采棉机是六行的，你

只管种不管收可不成！”农民不买账，50 多万

元的产品成了废铁。

更好满足市场需求，需要持续投入研究。

张书祥没有气馁，而是建立研发团队，每到春

播季节就带领技术人员无偿为农户服务，在田

间地头边看边记。不久，改进后的棉花精量铺

膜播种机不但弥补了之前的缺陷，还增加了

调整株距等功能，先后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我发现当时播种机的株距是固定的，但农户

的需求可能不同，于是干脆把播种机里面的

穴播器设计成可调节的。”张书祥说。

棉花的种子大小差不多、形状也比较规

则，但遇到不规则的种子，机械还是无法做到

一穴一粒。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张书祥在办

公室里摆了 100 多瓶不同的种子，一样一样

尝试。如今，当地常见的打瓜籽、葵花籽等都

已经实现了精量播种。

在做市场调研时，张书祥还发现，红枣采

摘是不少农民面临的难题。当时，市场上的

红枣采收机只能进入标准 5 米行距的枣园，

但各地枣农种植的行距不同，很难用农机统

一采收。

“在枣园里，我看到枣农把落在地上的红

枣一个个捡起来，或者扫成一堆装进塑料筐

后，再把筐里的土筛出来，太费劲了。”张书祥

说 ，一 天 下 来 ，枣 没 收 多 少 ，人 工 成 本 倒 不

少。此外，如果采收不及时，还会错过出售红

枣的好时机。

“一定要跟着农民需求搞研发。”只有不断

更新迭代农机，才能满足变化的需求。2018
年，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张书祥研发的自走

式红枣采收机在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推广

使用。一台机器一天可采摘红枣 5—8 吨，相

当于 20 个人一天的工作量，还能将红枣和树

叶、树枝分离干净，实现直接装箱。

“创新的灵感就是一瞬
间的事”

多年来，张书祥一直随身带着一本小册

子，上面记满了农民对产品的需求，以及他脑

子里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很多时候，创新的

灵感就是一瞬间的事。”张书祥说。

滴灌带回收机的工作原理，是将滴灌带

卷成一卷带走。但是卷越大拉力越大，滴灌

带 容 易 被 拉 断 ，这 个 问 题 一 直 困 扰 着 张 书

祥。一次，他正琢磨着，一低头看到自己脚上

的布鞋，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纳鞋底的麻绳

都卷在一个扁平的轴上，“相比圆轴，扁轴在

卷动的时候一松一紧，可以给个缓冲！”张书

祥立即掏出小册子，画起了草图。几天后，新

的样机改造完成，一测试，果然不断带了。

2010 年，张书祥成立了祥和农机公司。

现在，公司的产品已经销往内蒙古、陕西、甘

肃、宁夏等地。

张书祥研发的实用农机，见证了农业向

科技化迈进的步伐。17 岁的他，看着农民在

烈日下手工割麦子、摘棉花，汗流浃背；如今，

新疆农业机械化水平超过 85%，已经很少再

见到农民满裤腿泥巴了。

前阵子，张书祥带着自己研发的农机参

加了新疆农业机械博览会。看着高低大小各

不相同的国产农机摆满了现场，他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很多现代化农机是一线人员共同

努力研制的成果，每次想到这其中有我的参

与，就很有成就感。”现在，张书祥还在持续钻

研具有信息获取、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力

的新一代农机装备。

上图：张书祥在调试农机。 陆 凯摄

张书祥自主创新，成功申请61项专利

研发新农机 为民添便利
本报记者 李亚楠

■人物故事·聚焦乡村创业R

■创业心得R

提升高端农机装备的国产化和自主化水平，才能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

——张书祥

张书祥，1972 年出生于甘肃省会宁县，1994 年开办农机修理店，并逐渐走上农机

自主研发道路。2010 年底，张书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成

立农机公司，目前已带领团队研发出 28 种农业机械产品、成功申请 61 项专利，获得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海峡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银奖等。

8 月 20 日 ，京 杭 大

运 河 江 苏 宿 迁 皂 河 段

上，货船往来穿梭，一派

繁忙景象。

近年来，宿迁市加

快推进绿色航运发展，

对运河沿线进行改造提

升，保障京杭大运河安

全畅通。

徐 瑞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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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培育乡村经营人才队伍
本报广州 8 月 21 日电 （记者罗艾桦）广东省广州市

“百千万工程”乡村职业经理人学堂（第一期）日前在广州开

班，旨在培育一批爱乡村、懂治理、善经营且具有示范带动

作用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推动加快形成与产业需求相适应、

与乡村发展相协调的经营人才队伍。

今年初，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全省 122 个县（市、区）、1609 个乡镇（街

道）、2.65 万个行政村（社区）为主体，发起“百千万工程”。

据悉，第一期培训从 8 月 18 日至 8 月 21 日，共有 45 名有意

从事乡村运营事业的学员参加了培训。

本版责编：林 琳 吕中正 韩春瑶

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超5000万吨
旺季收购进度已超八成

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杜海涛）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最新发布，截至 8 月 15 日，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

收购夏粮 5547 万吨，其中收购小麦 5034 万吨，同比增加

249 万吨。

小麦是夏粮主要品种。新季小麦上市以来，收购工作平

稳有序、进展顺利。目前，江苏、安徽、湖北小麦旺季收购进

入收尾阶段；河南、河北、山东进度在七到八成。近期，各类

企业收购积极性较高，农民售粮踊跃，小麦优质优价特征更

加明显，当前收购均价基本稳定在每斤 1.4元左右，预计后期

小麦价格仍将总体保持平稳，明显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水平。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

购将持续到 9 月底，目前小麦总体收购进度超过八成，早籼

稻收购已近尾声，市场运行平稳、购销活跃，收购数量同比

有所增加，为保障粮食市场供应打下良好基础。

江淮运河9条集装箱航线开航
本报合肥 8月 21日电 （记者徐靖）江淮运河 9 条集装

箱航线近日开航。本次集中开航的线路包括周口—合肥、

周口—芜湖、周口—合肥—芜湖、淮滨—合肥、阜阳—合肥

等，实现了河南省周口港、淮滨港与安徽省阜阳港、合肥港、

芜湖港之间的联动。

作为引江济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淮运河顺利通

航，形成了与京杭运河平行的第二条南北水运大动脉，标志

着安徽省长江、淮河、江淮运河“两横一纵”主航道网正式联

通，结束了淮河中游与长江中下游水运不畅的历史。相比

原先通过淮河水运绕道京杭运河沟通长江，可节省航道里

程 200 公里至 600 公里，水运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航运时

效显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