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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世界 合作共赢
——第六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观察

今日导读

详见今日三版

本报讯（首席记者 钟根清 通讯
员 吴沁沁）昨日，龙泉市兰巨乡炉岙
村村民陈志照在当地农商银行办理
的 5.5万元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质押
贷款顺利到账。这笔资金将用于他
家民宿的升级改造，为即将到来的避
暑旺季做足准备。

“这不仅是一笔贷款，更是生态
保护与绿色发展双赢的生动实践。”
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龙泉保护
中心负责人叶兰华表示，将稳定的补
偿收益权作为质押，破解了“担保难”

“融资贵”难题，让“沉睡”的林地资源
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金融“活水”。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分行联
合市林业局，组织指导龙泉、庆元、景宁

三地的农商银行、国家公园保护中心，
与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范
围内32个行政村先后签订三方协议，
为 3691户林农提供合计 2.17亿元的

“生态授信”。此举标志着我市国家公
园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质押贷款授信
实现行政村和有效农户两个全覆盖。

丽水是林业大市，仅国家公园候
选区规划范围内集体林地就有3.88万
公顷。为破解集体林地经营利用与生
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的矛盾，
丽水先行先试，颁出全国首张集体林
地地役权证，确保林农共享国家公园
红利，走出了保护和发展共赢之路。
林农不仅可获得每年每亩 50元的补
偿，还能通过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质

押贷款获得创业资金，优先发展生态
农业、生态体验、游憩等特许经营项
目。

以往想要质押贷款，一般采取一
户一授信的方式。如今，县级国家公
园保护中心提供地役权补偿收益资
金发放清单，银行通过“整村授信”实
现“一次签约、全村受益”，大幅降低
融资门槛，提升融资便捷度。

此次授信按照林农年度补偿收
益 20 倍的标准确定农户授信金额，
实 行 约 低 于 一 般 农 户 信 用 贷 款
200BP的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后续授
信清单内农户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
即可实现授信金额随借随贷，相当于
为每户农户建立了一个随用随取的

“生态钱包”。
“去年，我们村林地地役权补偿

收益有 241.3 万元，按照这个收益金
额最高可贷款 4800 万元，资余将用
于村里林下经济种植、民宿升级等生
产经营活动，我们对未来发展更有信
心了！”庆元县百山祖镇百山祖村党
支部书记吴小荣欣喜地说。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
认为，丽水创新探索的林地地役权补
偿收益质押贷款，在保持自然生态系
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前提下，将国家
公园生态保护政策下的未来补偿收益

“变现”为当下发展“资本”，赋予生态
权益经济属性，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国家公园候选区林地未来补偿收益“变现”为当下发展“资本”

丽水3691户林农获2.17亿元“生态授信”

连日来，在莲都区老竹镇后坑村，村民正在基地里铺设泥炭藓。截至5月底，该镇苔藓扩面种植面积达1100余亩，预
计年产值4000余万元，成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首席记者 雷宁 记者 郑佳仑 通讯员 张高见 摄

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 通讯员
叶益鹏）锻造、热处理、车磨、超精加
工……昨日，走进浙江诚创精密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只见 60 多条生产线
正紧锣密鼓地运转着，这里一天便能
够产出超过 40万件产品。

自 2024年顺利通过浙江省专精
特新企业复核后，诚创公司趁势而
上，于今年完成新项目开发，企业拥
有的 40余项发明专利带来的不只是
持续增长的订单，还有十足的市场竞
争力。

“我们的产品以汽车轴承为主，
主要面向包括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
端市场，客户基本是国内外行业头部
企业。”诚创公司副总经理潘伟东表
示，技术是核心竞争力，在 20余年的
发展历程中，强劲的工艺技术实力是
企业得以成功申报、复核专精特新企
业的关键所在。

所谓专精特新企业，是指专注于
细分市场、具备特色专业技术，以及
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
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据统计，截至目

前，云和共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8
家，其中有 3家是轴承企业。

“对企业而言，获评专精特新不
仅代表着技术实力得到认可，更有助
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订
单。”云和县经商科技局经济运行科
（企业科）科长柳美玲介绍。专精特
新企业的持续涌现，也为县域产业转
型升级、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
示范引领，激励更多企业推进研发创
新、布局技术专利，从劳动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转型。

据悉，云和每年围绕县内各行业
领域企业制定专精特新企业申报计
划，搭建服务平台，为符合条件的企
业进行信息宣传与申报指导，并为申
报成功的企业提供奖励资金。

云和县经商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培育力度、
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效，为企
业提供更多元化、更强有力的发展支
持，推动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
进县域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
进。

申报辅导 资金奖励

云和构建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良好生态

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员 叶
驰龙 魏静怡）“刀剑的锋利特性，使得
它的安全性成为家庭消费者比较关注
的重点。我们的防脱落发明设计就解
决了这一问题，像我这把唐刀通过按
钮防脱落功能，确保了在任何放置环
境下都能稳固。”昨日，龙泉市曾氏刀
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保东，向参观者
展示了公司发明的一款专利产品。

曾氏刀剑是一家专注于传统刀
剑锻制技艺传承发展的企业，以秦
剑、汉剑、唐剑等系列产品为主，其作
品兼具实用性与艺术价值。近年来，
企业拓展了影视动漫刀剑生产的业
务后，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每
年推出十余款创新产品，不断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
“专利不仅是企业创新成果的保

护屏障，更是抵御模仿、维护品牌的重
要手段。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既要注
重从消费需求去创造发明，更要注重
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曾保东介
绍，这款防脱落刀剑研发出来后，他第
一时间申请专利并获得证书，现在已
成为企业的主打产品、热销产品。

近年来，龙泉市紧扣专利产业化
主线，围绕服务企业专利转化，从加
强高价值专利培育、支持重点产业专
利快速授权等方面，提升对重点产业
领域的专利供给效能，加快形成一批
产业急需、带动性强、应用面广的高
价值专利。同时，采用“企业点单、政

府跑腿”的服务模式，帮助企业挖掘
知识产权发展方向，“一对一”“点对
点”解决实际难题。2024年，龙泉市
专利授权量达 830件，其中发明专利
72 件，累计发明专利 464 件，每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 18.4件，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 10 亿元，专利许可转让 456
件，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和新兴产业产
值快速增长。

浙江硕朗机电配件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生产汽车空调鼓风机、冷凝
风机、汽车空调控制面板的高新技术
企业。此前，该公司成功申请了一项
具有创新意义的专利——一种永磁
无刷风机，有效解决高性能、高可靠
性及信号失真等问题，确保了无刷电

机运行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企业总
经理黄一波告诉记者，在专利赋能
下，目前机电产品月产能达 8 万台，
其中无刷电机月产能达 6000至 8000
台，若产线顺利爬坡，每月产能有望
提升至 20000 至 25000 台，实现年产
量 25万台左右。

接下来，龙泉市将持续深化知识
产权战略工程建设，发挥汽车空调零
部件、青瓷宝剑、竹木加工等产业的
引领作用，助力企业提升知识产权的
培育与运用能力。同时，加大惠企政
策引导力度，探索知识产权与金融的
深度融合机制，完善奖补政策体系，
全方位促进企业知识产权的创造、运
用、保护和管理。

传统产业焕新 新兴产业快跑

龙泉企业靠知识产权斩获新市场

本报讯（记者 刘雅倩 通讯
员 叶佳霁）6月 19日，浙江省第
十三届群众曲艺大赛在我市青
田县举办，来自全省十一个地市
的 32件曲艺作品同台“PK”。

绍兴莲花落、衢州摊簧、宁
波走书、东和竹板、诸暨鹦哥调
说唱……各类具有地域特色的
传统曲艺形式尽数亮相。

“布袋和尚传说，是流行于
我 们 宁 波 市 奉 化 区 的 民 间 文
学。”宁波奉化文化馆带来了
作品宁波走书《布袋和尚传说
故事》。该作品根据国家级非
遗“布袋和尚传说”代表性传承
人搜集的“苔菜之谜”“千层饼”
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以国家
级非遗宁波走书这一艺术种类
进行再创作，邀请宁波走书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朱玉兰联合绍
兴小百花曲艺团联袂出演。节
目唱腔设计在继承传统宁波走
书“四平调”“马头调”“赋调”的
基础上，融合莲花落等特色帮
腔，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除了对传统曲艺形式的传
承与创新，本次大赛参赛作品还
从小人物入手，关注时代发展中

涌动的温情。从 AI 到反诈，从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到年轻人的
追梦之路，时代新貌、社会热点、
乡村振兴、家庭亲情都被参赛者
们融入了现场表演的作品中，节
目既有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也
有耳目一新的现代元素。

浦江什锦坐唱班带来的《义
门花正红》生动展现了郑义门

“孝义传家九百年”的家风传
承。“浦江什锦通常以坐唱的形
式进行表演，演员们围坐在一
起，手持乐器，边奏边唱。他们
通过细腻的唱腔和生动的表演，
将郑义门家族的故事娓娓道来，
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到曲艺文
化的深厚底蕴和家风传承的力
量。”浦江什锦坐唱班导演张智
慧介绍。

浙江是中国曲艺的重要发
源地和繁盛地之一，南宋瓦舍勾
栏中的说书、唱曲、杂剧，成为百
姓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精 神 食
粮。每两年一度的浙江省群众
曲艺大赛，为曲艺爱好者提供展
示平台，同时促进各地曲艺交流
融合，助力储备精品征战全国群
星奖。

促进曲艺交流融合

浙江省第十三届
群众曲艺大赛在丽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雅倩 通讯
员 邹俊）日前，青田县阜山乡轩
德皇菊种植基地为周边务工的
村民，发放了 20万元工资款，让
这个普通的日子，成为村民的

“丰收节”。
工资发放现场，工作人员有

条不紊地核对信息、发放资金，
村民们依次签字、按手印，领取
属于自己的那份红利。拿到工
资的 29名村民喜笑颜开。

“自从我们村建了这个皇菊
基地，日子越过越有盼头！”陈宅
村村民李花娟手握 5000多元工
资，激动地分享着生活的变化，

“以前在家种地带孩子没什么收
入，现在一开门就是遍地皇菊，
家家户户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
干，靠着这个产业我们每年都能
增收 2万至 3万元。”

2016年，阜山乡引进丽水市
轩德皇菊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
发皇菊种植项目。该公司先后
投入 5000 万元，在陈宅村及周
边村连片种植 1200多亩梯田皇
菊，成为全省规模较大的皇菊生
产基地之一。在种植过程中，基
地按有机产品种植标准进行生

产，最大限度保持皇菊的天然品
质，产出的皇菊成为抢手货。

精心培育的皇菊产业，成为村
民致富的“金钥匙”。仅皇菊种植
就让附近80余户村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基地每年发放工资达
130余万元，且每年通过土地流转
能够为村集体增收约34万元，有
效拓宽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渠道。

“9 年 间 我 们 累 计 发 放 了
1300多万元劳务费，带领本地村
民增收致富，为共同富裕注入了
强劲动力。”丽水市轩德皇菊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俞亚明说。

如今，金色的皇菊还和阜山
的古村、古桥、古道、古民居等融
为一体，该基地已成为全国首个
皇菊主题公园。

接下来，阜山乡还将以特色
产业为依托，在做好皇菊种植、
加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特
色效益产业，积极拓宽村级发展
新思路，探索“互联网+农业旅
游+采摘”农旅融合新模式，打造
镇域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

千亩皇菊开出“致富花”

阜山村民家门口就业
鼓起“钱袋子”

铺设苔藓

“益企”暖风护航经济“毛细血管”
——近期一揽子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落地追踪

详见今日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