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7日上午11时

北京顾客下单，
巫山果农采摘脆李

7月 17日 13时 25分

无人机开始转运脆李

7月 17日 14时

脆李在预处理中心打包“锁鲜”

7月 17日 21时 40分

包裹乘货机从重庆
江北机场出发

7月 18日 6时

订单轨迹更新，包裹
到达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

7月 18日 10时 30分

北京快递员派送包裹，
5分钟后送达客户

一箱巫山脆李的快递路线 7月17日 15时 30分

包裹乘货机从巫山机场飞往
重庆江北机场

今年前5月

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为

1.91亿吨

冷链物流总额为

2.76万亿元

生鲜电商冷链、农村寄递
冷链物流等业务营收

其中

同比增长

4.2%

4.0%

约10%

“ 您 有 一 件 生 鲜 包 裹 ，5 分 钟 后 送

到 。”7 月 18 日 上 午 10 点 半 ，提 前 电 话

沟 通 后 ，顺 丰 快 递 员 蒲 永 飞 准 备 上 门

派送。

不一会儿，北京市朝阳区市民叶女

士收到快递。拆开包装，几排脆李整齐

摆放，颗颗饱满、鲜翠欲滴。“昨天上午下

单，今天上午就收到了。”叶女士说。

重庆到北京，相隔上千公里。不到

24 小时，偏远山区的水果就从枝头到舌

尖，这背后是快递物流的不断提速。

7 月 17 日上午 11 时，重庆市巫山县

曲尺乡权发村，正在自家果园采摘脆李

的陈安翠接到叶女士的微信下单信息：

“一箱精品果，要现摘现发的。”

精挑细选一番后，陈安翠拨通快递

电话。13 时 25 分，顺丰速运巫山快递员

林礼学赶到果园。麻利地接过一筐李

子，挂在无人机上，林礼学拿起对讲机：

“货物已装好，可以起飞。”

“收到，立即起飞！”对讲机那头传来

回应。指令刚落，随着一阵“嗡嗡”声，无

人机垂直升空，穿过果园，越过山峦，不

到 5 分钟，便抵达脆李预处理中心。

“以前，村民运送脆李全靠人背，爬

坡过坎 5 公里，要走两小时才能到揽收

点。有了无人机，节约时间还省力气。”

顺丰巫山脆李项目组负责人杨昌伟说，

眼下正值脆李上市季，像这样的无人机

运输任务，每天有 60 多次，预计运送脆

李超 5000 斤。

14 时，脆李在预处理中心打包“锁

鲜”。封箱、贴面单、装车发运，快递员扫

码上传的瞬间，编码尾号为 9331 的快递

运单正式生成，与此同时，系统把最优派

送路径推送至各个环节。

一个半小时后，满载 1.5 吨巫山脆李

的货机从巫山机场飞往重庆江北机场。

“无人机+低空货运”协同接驳，让脆李

鲜果从巫山到渝北的运输时间从 7 小时

缩短至 1.5 小时。

抵达重庆顺丰江北航空中转场后，

一箱箱巫山脆李在自动分拣线上急速

“飞驰”，约 7 分钟后便沿着传送带投到

揽件口，随即装入飞往不同目的地的航

空中转箱。

“以前没有航空资源助力，巫山脆李

只在重庆周边城市售卖，现在通过‘空空

对接’，不少果子走出深山、飞向全国，甚

至出口到海外市场。”顺丰江北航空中转

场负责人胥俊锋说。

17 日 21 时 40 分，载有叶女士脆李

包裹的货机腾空起飞，在湖北鄂州中转

后前往北京。

18 日 6 时，订单轨迹更新：快件已抵

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下一站顺丰华北

分拨中心。10 时，货物运输至北京市区

末端网点，按照系统早已制定好的派送

方案，这箱巫山脆李的“接力棒”递给了

快递员蒲永飞。

“生鲜包裹，要优先处理。”拣选快

件、扫码归类后，蒲永飞将这票快递置于

电动车内生鲜件优派位置，发车派件。

不到 24 小时，跨越上千公里。一箱

脆李的三次“飞行”背后，是“干支末”跨

省份低空物流无缝衔接带来的寄递时效

新飞跃。空中“干支末”串起物流“长短

途”，一张更具活力的生鲜寄递网正在加

速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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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冷

链物流的能力事关农产品能否运得出、卖得

好。近年来，随着我国持续优化农产品冷链物

流体系建设，农村寄递冷链物流不断往村覆盖、

向户延伸，农产品上行的“最先一公里”正加速

打通。 2020 年以来，中央财政共支持建设 7.5
万个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新增库容超过 1800 万

吨，县级覆盖率达到 70%以上，产地冷藏保鲜能

力、商品化处理能力和产后集散能力显著提升，

有力助推农户对接大市场。

冷链物流串联起城乡，也连接生产生活，既

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消费品

质提升的有力支撑。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

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为 1.91 亿吨，同比增长

4.2%；冷链物流总额为 2.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0%。其中，生鲜电商冷链、农村寄递冷链物流

等业务营收同比增长约 10%。

抢抓机遇、创新技术，不断做深做实冷链物

流通道，提升跨季节、跨区域调节农产品供需能

力，冷链物流行业将在更好释放超大规模市场

潜力中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韩 鑫）

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持续优化

■身边的经济故事R

■链接R

■快评R

跨越上千公里，一箱脆李的三次“飞行”，既

见证了生鲜寄递网的加速织就，也见证了市场

广度的不断拓展。

要让更多农产品出山进城，必须提升冷链

物流水平。如今，快递物流企业正不断补齐农

村冷链物流短板，进一步打通出山的“最先一公

里”和进城的“最后一公里”。

冷链物流有力赋能农产品出山的“最先一

公里”。冷链基础设施建在田间地头，既增强了

农产品的预冷与保鲜能力，为农产品进入市场

流通打下基础，又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与附加值，实实在在利于农户增收。

冷链物流高效畅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

公里”。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冷链运输

各环节实现高效协同、顺畅衔接，保障农产品能

够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显著提升消费者的购

物体验，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丰富的选择。

一个从田间直达餐桌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服

务体系日渐完善，正带动越来越多乡村特色产

业聚链成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期待更多新鲜优质的农产品乘着东风，跨越千

山万水，飞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让农产品出山进城更高效畅通
韩春瑶

本报北京 7月 29日电 （记者曲哲涵）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政府

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财政部、科技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金融监管总局共同制定并于近

日发布了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该计

划通过提高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风险分担

和补偿力度，增强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再担保机构的担保意愿和担保能力，引导银

行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

度，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根据实施方案，符合相关文件要求，已纳

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且在存续期

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经省级相关管理部门

认定且在存续期内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在

存续期内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经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公告

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正在承担国家科技项目

的中小企业及项目验收处于成果转化应用期

的中小企业，由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从初

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中筛选出的

备选企业等，可作为政策支持对象，具体由银

行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自

主选择。

根据实施方案，银行和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分别按不低于贷款金额的 20%、不高于

贷款金额的 80%分担风险责任。融担基金分

险比例从 20%提高至最高不超过 40%。省级

再担保机构分险比例不低于 20%。有条件的

省级再担保、担保机构可提高分险比例，减少

市县级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压力。

该实施方案将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单户

在保余额上限从 1000 万元提高至不超过 3000
万元。在费率水平方面，融担基金再担保业务

单笔担保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再担保费率不

高于 0.5%；单笔担保金额 500 万元及以下的，

再担保费率不高于 0.3%。鼓励合作机构针对

不同风险水平、不同资质的经营主体实施差异

化担保费率，逐步将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收

取的平均担保费率降至 1%以下。

实施方案还明确，将适当提高融担基金

与 省 级 再 担 保 机 构 代 偿 上 限 ；鼓 励 有 条 件

的 政 府 性 融 资 担 保 、再 担 保 机 构 探 索 科 技

创 新 担 保 与 股 权 投 资 机 构 的 联 动 模 式 ，带

动各类金融资本和社会投资为科技创新类

企 业 提 供 全 生 命 周 期 科 技 金 融 服 务 ；支 持

银行开发适合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的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创新积

分 制 相 关 融 资 等 产 品 ，缓 解 科 技 创 新 类 中

小 企 业 传 统 抵 质 押 物 不 足 等 问 题 ，努 力 提

升 科 技 创 新 类 中 小 企 业“ 首 贷 率 ”，逐 步 减

少或取消反担保要求。

四部门实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

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在保余额上限提至3000万元

本报上海 7 月 29 日电 （记者

巨云鹏）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日

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三角地

区 一 体 化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4—2026 年）》（以 下 简 称《计

划》）有关情况。

《计划》涵盖加强长三角科技创

新跨区域协同、协同建设长三角世

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完善一体化发

展体制机制、加快提升区域市场一

体化水平、积极推进长三角区域高

层次协同开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

共保联治、积极探索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有力拓展城市合作广度

和深度、着力提升安全发展能力等 9
个方面的内容，共 165 项重点任务。

在加强长三角科技创新跨区域

协同方面，包括深入推进张江、合肥

两 大 综 合 性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合 作 共

建，支持南京、杭州—宁波创建区域

科技创新中心；深化长三角基础研

究合作，探索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

联合基金，协同开展跨学科交叉基

础研究；围绕重大攻关任务组建长

三角创新联合体等。

在协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产业

集群方面，包括实施制造业重点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共建长三角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体系；支持低空

经济发展，发展通用航空，加快布局

低空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产品研发

和制造。协同推进未来产业发展，

联合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联合发布长三角未来产品应用场景

和典型案例等。

在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

制方面，包括深化长三角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推广远程虚拟窗口跨

省通办模式，创新跨省“一件事”集

成服务；深入推进健康信息互联互

通，探索医疗检查检验互联互通互

认。优化异地就医医保服务，逐步

扩大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建立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推进工

作机制，研究组建长三角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推动建立长

江经济带多式联运中心等。

在加快提升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包括制定出台

长三角市场监管部门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举

措；加强长三角地区投资类企业准入等市场准入规范统一，

建立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通报和归集制度；联合编

制实施长三角区域物流提质增效降本行动方案，探索建立

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服务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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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9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 月份，我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70916.0 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12816.4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 6714.4 亿元，金融债券发行 8334.7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

发行 12339.2 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244.9 亿元，同业

存单发行 29843.4 亿元。

截至 6 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 165.0 万亿元。其中，

银行间市场托管余额 144.4 万亿元，交易所市场托管余额

20.6 万亿元。分券种来看，国债托管余额 30.9 万亿元，地方

政府债券托管余额 42.3 万亿元，金融债券托管余额 39.3 万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托管余额 32.5 万亿元，信贷资产支持

证券托管余额 1.3 万亿元，同业存单托管余额 17.5 万亿元。

商业银行柜台债券托管余额 793.5 亿元。

6 月份，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 3.4 万亿元，贴现发生额

2.9 万亿元。截至 6 月末，商业汇票承兑余额 17.8 万亿元，

贴现余额 12.9 万亿元。6 月份，签发票据的中小微企业 10.2
万家，占全部签票企业的 93.0%，中小微企业签票发生额 2.4
万亿元，占全部签票发生额的 71.4%。贴现的中小微企业

11.0 万家，占全部贴现企业 96.3%，贴现发生额 2.2 万亿元，

占全部贴现发生额 76.1%。

6月我国债券市场发行超7万亿元

本报北京 7 月 29 日电 （记者欧阳洁）据成都海关统

计，今年上半年，西部 12 省份进出口 1.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是我国外贸增长最快的区域，主要进出口商品为机

电产品。

上半年，西部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19
万亿元，增长 16.9%，占同期西部地区进出口总值的 61.7%。

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1.08 万亿元，增长 16.5%，占同期西部

地区进出口总值的 56%。

上半年，四川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 4906.6 亿元，规模列

西部地区第一，同比增长 8.9%，增速高于全国 2.8 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 2919.9 亿元，增长 0.8%；进口 1986.7 亿元，增

长 23.5%，进口增速列西部地区第一。

上半年西部地区外贸增长10.2%

本报北京 7月 29日电 （记者刘温馨）记者从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稳健增

长，投资结构优化，重点产品进出口向好，各项经济指标均

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状态。前 6 月，有色金属企业工业增加

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0.8%，高出工业领域 4.8 个百分点，其

中矿山采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9.1%，冶炼加工企业工业

增加值增长 11.1%。

上半年，10 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3900.2 万吨，同比增长

7.1%；有色金属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民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2%；有色金属进

出口贸易总额 187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5%；规上有色金

属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2532.2亿元，同比增长 14.0%。

上半年有色金属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0.8%

本版责编：沈 寅 韩春瑶 赵景锋

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权发村，无人

机正在运送巫山脆李。

梁小龙摄（人民视觉）

重庆江北机场，脆李包裹正在装进顺丰航空全货机航班。

梁小龙摄（人民视觉）

重庆巫山机场工作人员将巫山脆李装上低空货运飞机。 王忠虎摄（人民视觉）

本期统筹：韩春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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