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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日《科技日报》消息：近
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湖北单双季
稻混作区周年机械化丰产增效技术
集成与示范”项目 2019年度总结会在
武汉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表示，目
前，“水稻+”模式迅速发展，农户对优
质稻生产的积极性提高，新型经营主
体对水稻生产引导作用越发明显，水
稻生产进入综合管理时代。

据介绍，为破解技术难题，项目
组筛选了 14 项关键技术。针对鄂中
北稻麦茬口衔接紧、土壤肥力不高和

机械化程度较低等问题，集成以工厂
化育秧及机插技术、秸秆还田技术、
中低产田改良技术、精量直播技术为
主体的稻麦周年培肥机械化栽培技
术体系；针对江汉平原水稻光温资源
利用率低、再生稻适宜品种少、机收
再生稻技术标准不完善等问题，集成
以适宜品种、肥料优化施用技术、水
分优化管理技术、机收减损栽培技术
为主体的再生稻轻简机械化栽培技
术体系；针对鄂东南双季稻生产品种
茬口衔接紧、劳动力投入大、规模机

械化应用程度不高等问题，集成以品
种筛选、机械化双直播技术、双机插
技术、少免耕机械化技术为主体的双
季稻周年规模机械化栽培技术体系。
并以规模化农场、农业合作社、种植
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为主，将集成
的三大生态类型区机械化丰产增效
技术体系进行大面积示范应用。同
时，在再生稻再生季产量、冷浸田改
良技术、双季双直播生产技术体系、
施肥方式上取得了突破。

（刘志伟）

湖北水稻增收49万吨

1月 13日《解放日报》消息：日
前，在沪举行的“2020 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大会暨工业人共振嘉年华”上
传来消息，上海已有近 300 家大型企
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应用，形成 15个具
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 6
万多家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平均降
本 7.3%、提 质 6%、增 效 9.2%、减 存
4.2%。

工业互联网正成为推进长三角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此前，国家

工信部专门发布《长三角工业互联网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规划》，将国
家首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区落地长三
角。工信部技术发展司巡视员李颖
说，长三角制造业发展面临着迫切的
数字化转型需求。“示范区的建设有
助于打破区域行政划分和市场壁垒，
实现区域内科技、人才、资本、土地等
要素资源集聚和共享。”

为加速推动“长三角工业互联网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当天的大

会上，沪苏浙皖“一市三省”经信部门
签署《共同推进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长三角将共同发挥

“示范区”头雁效应，全力打造工业互
联网创新驱动、融合应用的“生态
区”，技术牵引、机制创新的“试验
区”，聚焦痛点、精准发力的“攻坚区”，
协同共促、先行先试的“样板区”，助
力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

（刘锟）

1月19日《南方日报》消息：汕头、佛
山跨境电商再迎利好消息。日前，国家
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扩大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的通知》（下称《通
知》），汕头、佛山两市入选。截至目前，
广东共有 6个城市入选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试点，其余 4 个城市为广州、深圳、珠
海、东莞。

根据《通知》，入选试点的城市和地
区可按照《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网
购保税进口业务。该文件对电商企业、
电商平台、物流企业、支付企业等都有明
确的规定，旨在促进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健康发展。

近年来，汕头、佛山跨境电商发展势
头迅猛。自汕头市首单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商品完成通关以来，2017 年共完成跨
境电商进境商品 146 票，2018 年增长至
38058 票。佛山跨境电商在 2018 年进出
口总值达到 33.8 亿元，猛增 3.7 倍，其中
进口 18.5 亿元、增长 1.6 倍。2019 年 1—
11 月，佛山市以跨境电商贸易方式进出
口总值 69.7亿元，增长 1.2倍。就在刚刚
过去的 2019年底，汕头、佛山还获批设立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作为跨境电
商发展的先行先试区，综试区有着零售
出口增值税、消费税免税等明显的政策
优势，并将为企业享受政府服务、物流及
金融等方面提供巨大红利。截至目前，
广东省内已有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汕
头、佛山 6个城市入选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试点，这 6个城市也同时获批设立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 （昌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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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打造首个工业互联网一体化示范区

1月19日《科技日报》消息：
银杏原产中国，是著名的长寿树
种，在我国各地有大量分布。日
前，记者从扬州大学获悉，该校银
杏研究团队、北京林业大学林金
星团队和林木分子设计育种高精
尖中心合作，历经 7年时间，综合
运用细胞学、生理学、多组学和分
子生物学等科学鉴定手段，发现
银杏古树长寿并非某单一的长寿
基因调控，而是生长与衰老过程
中多个因素综合平衡的结果。该
研究成果近日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杂志在线发表。

据介绍，该研究通过年轮测
定技术结合 DBHs 的分析，发现

与成年树相比，古树形成层细胞
层数变少，新产生的年轮宽度变
窄，生长素含量下降，脱落酸含量
上升，细胞分裂分化相关基因表
达下降，表明古树中维管组织生
长变缓。然而古树树干的横截面
积增加量仍处于高水平，显示银
杏古树形成层干细胞仍具有较强
的持续不断的分裂能力。这些形
态、生理和分子水平上的结果揭
示，银杏古树在整体上仍处在健
康的成年状态，依旧保持“青春活
力”，尚未进入衰老阶段。由此认
定，银杏古树维管形成层细胞的
持续分裂能力，在避免衰老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国忠）

银杏长寿千年秘密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