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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
道：3 月 23 日，记者从深圳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深圳市综
合改革试点首宗二三产业混合
用地——龙岗区二三产混合用
地（宝龙片区）改革试点地块21
日挂牌成交，深圳市特区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以 6.29 亿元竞得该
宗地。

上述 G02203-0022 宗地位
于宝龙街道新能源产业基地，用
地面积 103707.87 平方米（不含
已建城市道路），土地用途为普
通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交通设
施用地。其中，交通设施用地为
公共通道用途（允许地上地下连
通），由竞得人建成后无偿移交
政府，24 小时向公众开放。宗
地计入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
400439 平 方 米 ，其 中 厂 房
341624平方米、宿舍29631平方

米、酒 店 22454 平 方 米 ，商 业
2330 平方米、食堂 2000 平方
米、公配设施2400平方米。

据介绍，该项目是深圳探索
在片区尺度下二三产业的综合
开发和混合利用的创新案例，是
深圳多层次、全覆盖、高品质的
产业空间供应体系的重要一环，
将有效促进龙岗宝龙片区内产
业的规模集聚和组团发展，提高
片区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表示，作为深圳市首宗二三产业
混合用地改革及优质产业空间
供给双试点项目所在地，未来的
宝龙片区将打造集“工业+商业+
文体设施+公园绿地”于一体的
产城融合示范新标杆，为全市二
三产业混合用地综合开发的土
地供应模式提供可复制、可推广
的“龙岗样本”。

羊城晚报讯 记者蚁璐雅
报道：日前，粤东城际铁路潮州
东至汕头段项目已完成环评公
示。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铁
投集团官网获悉，潮州东至汕
头段项目的线路自潮州东站东
端引出，途经潮州市和汕头市，
终至汕头站，全长 42.548 公里，
共设车站8座。

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汕
头段项目是粤东城际铁路网“一
线两环两射线”中一环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落实与支撑“汕潮揭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是一条主要承担粤东城市群城
际客流和潮州、汕头市域客流，
兼顾潮州、汕头两市对外交通枢

纽集散客流的城际铁路。
据 悉 ，该 项 目 线 路 全 长

42.548 公 里 ，其 中 潮 州 市
11.797 公 里 ，汕 头 市 境 内
30.751 公 里 ，桥 隧 比 96.68% 。
全线共设车站 8 座，其中高架
站 6 座，分别为韩江新城（预
留）、隆都、莲阳、澄海、外砂、
龙湖；地下站 2 座，分别为湘
桥、半岛广场。

具体来讲，该项目线路自
潮州东站东端引出，折向南沿
枫春南路走行，至南较西路路
口北侧设湘桥地下站，出站后
向南下穿韩江西溪、沙洲岛、韩
江东溪，至埔涵村南侧、如意路
北侧设半岛广场地下站，出站

后沿潮州东大道北侧走行，于
福聚村南侧下穿潮州东大道，
之后爬出地面于仙河村东侧走
行并预留韩江新城站。之后向
南上跨潮汕环线高速、下穿厦
深铁路，至隆都镇设隆都站，出
站后上跨沈海高速、韩江南溪，
经塔山后线路转向东，上跨国
道 G324，进入国道东侧莲上镇
建成区，之后折至国道G324，于
莲上镇设莲阳站，出站后沿国
道G324走行，途经澄海城区、外
砂设站，上跨新津河、梅汕铁路
后折向东至泰山中路东侧设龙
湖站，出站后并行梅汕铁路引
入汕头站城际场，与粤东城际
汕头至潮汕机场段贯通。

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汕
头站路线工程建设标准为城际
铁路，双线，电力牵引，设计速
度目标值 160 公里/小时，局部
预留提速条件。全线按一次铺
设跨区间无缝线路设计，采用
无砟轨道。

资料显示，粤东城际铁路
包括汕头至潮汕机场段、潮汕
机场至揭阳南站段、潮汕机场
至潮州东站段、潮州东站段至
汕头段、揭阳南站至揭阳站段，
形成“一环一射”总体布局，线
路总长 140 公里，新建车站 30
座。粤东城际铁路已于去年年
底正式开工，预计 2026 年 12 月
全线建成通车。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近
日，在有着“淘金之乡”美誉的肇
庆市封开县金装镇，举行“一村
千树”产业项目启动仪式，正式
拉开“植新绿、淘绿金”的大幕。
村民抢抓农时，忙着平整土地、
栽种苗木。

金装镇在充分调研后，在当
地开启了“一村千树”项目。帮
扶工作队和当地党委政府利用
农村的边角地、废弃地、荒山地、
拆违地、庭院地、路边地等“六块
地”，种植适合本地生长的珍贵
树、产出收益较高的经济树、观
赏价值较好的彩色树。

为了让项目精准落地，实现
产业效应，金装镇党委政府及帮
扶工作队联合技术企业，选准优
质苗木作为“一村千树”主景树
种，组建由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导
的苗木采购小组，赴各地苗圃选
购优质苗木，从规格、根系、生长
势、病虫害等角度保障苗木质量，
同时融合金装镇乡风、村情，因地
制宜打造彰显特色的美丽村落。

望高村是“美丽乡村建设”重
点村，也是“一村千树”产业示范
村。驻金装镇工作队、驻望高村第
一书记带动望高村54名党员、13
名村小组组长和其他村民代表，与

他们一起走村访户、宣传发动，说
服村民拿出宅基地、集体地参与乡
村振兴，加入到“一村千树”中来。

据了解，由广东省易方达公益
基金会捐助启动资金，望高村、安
靖村率先开展“一村千树”产业项
目，首批种植紫花风铃木5400棵，
投资70万元，盘活闲置土地20余
亩；坚持技术主导、方式创新，采取

“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企业”方
式，合理管控苗木种植、养护，由苗
木公司对口收购，并“按年支付租
金+收购支付收益”，保证村民通过
种植苗木，拿得到收益、看得见实
惠，拥有真正正正的“致富树”。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杨再
睿，通讯员杨菲菲、罗燕英报
道：去年以来，云浮市云安区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大力推进高标农田建
设。2021 年度，云安区规划在
白石镇东圳、西圳、云磴、民福
等4个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项目规划建设规模 5000
亩。目前，项目工程建设进度
约完成98%。

22 日，记者在云安区白石
镇云磴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现
场看到，该村机耕路硬底化建
设正在进行中。

据介绍，由于云磴村基础
设施薄弱、灌溉不便等问题严
重制约着粮食稳产高产和现
代农业发展。为了提升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2021 年，该村
近 1000 亩土地纳入高标农田
整治项目中，通过增施有机
肥、建设排灌沟渠、完善农村
机耕道网络等改善农田生态
环境和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给
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便利。

“以前路不好的时候，行人
走路都不好走，还要靠人力担
谷。现在道路硬底化了，拉斗
车都拉得去，方便多了。感谢
政府修好了路，我们村民都很
高兴。”云磴村村民陈姨说。

经过高标农田建设，云磴
村的田野上道路、沟渠纵横交

错，“田网、水网、路网”等农业
基础设施呈体系化分布，完善
了基础设施，彻底解决了过去
排灌沟渠不通畅，农田汛期涝、
平时旱，田间道路通行难的问
题，形成了功能齐全、管护到
位，便于机械化作业和规模经
营的高标准农田，改善了耕作
条件，提升了耕地质量，也提高
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综合生产
能力。

据云蹬村党总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李火元介绍，云磴
村高标农田项目包括建设约
5.5公里的机耕路、10公里的排
水渠和增施有机肥 900 亩，方
便群众出行和农业生产运输，
以及方便群众灌溉和排水，增
加土壤肥力，提高土壤效率，降
低群众生产成本。

据了解，2021年度，云安区
规划在白石镇东圳、西圳、云
磴、民福等 4 个村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项目规划建设
规模5000亩，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水利措施工程、田间道路工
程及桥、涵、闸等渠系建筑物，
目前，项目工程建设进度约完
成98%。项目建成后将改善灌
溉面积5000亩，改善除涝面积
5000 亩，扩大良种种植面积
5000 亩，同时通过种植优质
粮，可实现年均亩增产 40kg，
项目区增产粮食 200 吨，有效
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深圳首宗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成功出让

龙岗宝龙片区地块
6.29亿元成交

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汕头段项目完成环评公示

全长超42公里设车站8座

羊城晚报记者来到佛山吉田
村全国首个商用无人水稻农场见
证一场“特殊”的春耕

水稻“旱播种”
农民不下田

云浮云安：

建设5000亩高标准农田
肇庆市封开县金装镇：

“一村千树”启动乡村发展新引擎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米舜 颜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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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农机在旱地里播下水稻种子

湛江吴川机场湛江吴川机场
今早开门迎客今早开门迎客

羊城晚报讯 记者全良波、
袁增伟摄影报道：24 日 7时 20
分，随着旅客走出到达大厅，湛
江吴川机场正式开门迎客。据
悉，作为粤西交通联运枢纽，湛
江吴川机场飞行区按 4E 级标
准建设，具备直航欧美的能
力。对于新机场，不少旅客都
称赞“大气、舒服”。

7 时许，记者在湛江吴川
机场出发大厅看到，机场行李
托运、值机、安检、登机等均
有自助设备，旅客全程只凭身
份证或护照即可自助办理登
机手续，实现“无纸化”登机
服务。

不少旅客走在大厅时，纷
纷拿起手机拍照。“环境宽敞明
亮，充满现代化，最主要是带来
全新的出行体验。”旅客黄先生
说，自己拍了些照片准备发在
社交平台上，向朋友们展示家
乡的国际级机场。

7 时 09 分，由海口飞往湛
江的航班降落在机场。董先
生是第一位走出到达大厅的
旅客。“对比旧机场，新机场大
气，舒服。”经常来湛江的董先
生说。

据悉，湛江吴川机场是湛
江机场的迁建机场，迁建工程
自 2019 年 10 月正式开工建

设，是国内干线机场、国家对外
开放的一类航空口岸。

作为粤西交通联运枢纽，
湛江吴川机场飞行区等级由
4C 级越级按 4E 级标准建设，
具 备 起 降 波 音 777、747、
787，空客 330、350 等宽体飞
机、直航欧美的能力。航站
楼面积为 6.18 万平方米，设
19 座登机廊桥。民航站坪设
30 个机位，跑道长 3200 米、
宽 45 米。

记者了解到，湛江吴川机
场通航后运营的航班，与湛江
机场原有的航班保持一致。航
季分为冬春航季和夏秋航季，

目前仍处于 2021—2022 年冬
春航季，机场运营航线 46 条，
通航城市43个，驻场运营航空
公司达17家，每周进出港航班
738架次，航线数量、通航城市
数量等均创历史新高，三分之
二的航班起售票价在160元—
500元之间。

湛江吴川机场距湛江市直
线距离32公里，距茂名市直线
距离38公里，能够更好地兼顾
湛江和茂名两地以及广大粤西
地区的航空需求，对粤西地区
的民航辐射作用更加强大。目
前，湛江、茂名两市均成立空港
经济区。

买“佛山标准”产品可
享七天无理由退货、三包
有效期内退货

若遇商家
拖延退款
政府将会
先行垫付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正杰、通

讯员郭子宁报道：消费者购买“佛
山标准”认证的产品，申请七天无
理由退货、三包有效期内退货时，
若遇到商家拖延退款，佛山将使用
专项保障金进行退货款项先行垫
付，免去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这也
是广东首个政府用专项资金为地
方品牌“背书”先行垫付赔款的案
例。3月22日，佛山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关于印发《佛山标准产品
消费者权益保障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以下简称“办法”），构建落实

“七天无理由退货、先行垫付、产品
责任保险”三位一体的消费维权保
障措施。该办法将于2022年8月
1日开始施行，有效期3年。

该办法规定，佛山市政府所
设的专项资金，包括开展佛山标
准产品七天无理由退货、三包有
效期内退货先行垫付资金，以及
对企业购买佛山标准产品责任
保险补贴资金两部分。通过系
列举措，佛山将构建落实“七天
无理由退货、先行垫付、产品责
任保险”三位一体的消费维权保
障措施。

政府设专项资金保障消费
者购物，主要体现在“先行垫付”
举措上。这是指消费者通过佛
山标准产品消费维权专用平台，
申请佛山标准产品七天无理由
退货或者三包有效期内退货，而
生产企业在限期内不履行退款
的主体责任，则管理机构从佛山
市融担基金项下先行垫付资金
开展款项垫付。

同时，为增强企业履行相关义
务的责任感，提高企业参与标准化
建设的认识和执行力，佛山还将做
好风险控制。比如，企业超过5次
在3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退货退款，
且先行垫付评估意见确认符合七
天无理由退货或三包有效期内退
货条件的，记录未履行主体责任一
次；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回款先行
垫付资金的，记录未履行主体责任
一次。企业未履行主体责任达到
3次，或在规定的时限内未回款先
行垫付资金达到50万元的，佛山
市市场监管局撤销其佛山标准产
品证书，不再享受佛山标准产品消
费维权保障政策，情节严重的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办法规定产品责任保
险补贴主要惠及企业。佛山将按
比例对企业购买佛山标准产品责
任保险进行补贴，每家企业年度
获得的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22日，记者来到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吉田
村，走进全国首个商用无人水稻农场见证一场
“特殊”的春耕，近距离体验智慧农业，感受科技
助农的魅力。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正杰
实习生 梁晶晶 通讯员 明宣

佛山高明区更合镇吉田村
的智慧农业园区去年由吉田村
联手多个单位共建。其中佛山
市中科农业机器人与智慧农业
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智
慧农业创新研究院”）建设的国
内首个商用“无人水稻农场”应
用示范项目是最大的亮点。在

“无人水稻农场”，水稻的耕、
种、管、收整个种植与收获过程
全部采用无人操作智能化设备
进行管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无人
水稻农场”的稻田上行驶着一
台旱直播机，这台旱直播机的
旁边还有一辆幅宽12米的喷洒
机在作业，这些农机设备都是

无人驾驶，基于 5G和北斗卫星
导航技术，实现水稻耕、种、管、
收全流程无人化操作。农田的
上空一台可装载20升药剂的无
人机正在飞行。记者在现场看
到，农户通过提前对农田打点
定位，规划最优路径，农机自主
完成播种作业。

最让人称奇的是，播种并
不像传统水稻育秧那样在水田
里进行。据介绍，这正是“无
人水稻农场”的神奇之处。农
户可以通过云管控平台迅速掌
握农田的酸碱度、降雨量、温
度、风速等条件，实现精准补
给，节约利用资源，真正实现
智慧种田。

播种不弯腰、插秧不下田、
田间灌溉自动化管理……在吉
田村，一系列由中科智慧农业创
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
成果，已经逐步派上用场。“无需
人工耕种，更无需人工驾驶。”中
科机器研究院院长、华南农业大
学教授邹湘军介绍，去年 3 月，
中科智慧农业创新研究院将无
人指挥农机设备引入吉田村，顺
利完成了农田旋耕、激光平地以
及 30 亩早稻的播种作业，播种
速度达到每小时25亩。产量相
比人工种植提高了 200-300 公
斤/亩，种植成本降低了 200-

300 元/亩。今年，高明区将再
发展1000亩无人耕种的稻田。

佛山市中科农业机器人与
智慧农业创新研究院工程师陈
观海介绍，整个园区将打造成一
个智慧大脑，除了有 pc 端与平
台端，在手机端也能够实现便捷
操作。比如在机器控制界面，它
可以集成采摘机器人、拖拉机、
喷雾机、运粮车、收割机整合在
一个小程序的平台里面来实现
控制的功能，包括所有实时数据
与溯源管理参数都能通过手机
上显现出来。换言之，一部手机
管理一个整个农场！

“自从去年开发无人机种植
以来，吸引至少十名村民回来参
与投资和操作系统。”吉田村党
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钟志强
表示，只要懂智能手机就能操作
机械。村民麦兴根原来从事装
修工程，现回来参与投资智慧农
业的建设。

钟志强介绍，前期投入了
400 万元购买了无人机设备，

包 括 无 人 旋 耕 机 ，激 光 平 地
机，旱直播机，无人收割机，运
粮车，水果采摘机器人等。去
年早造米由于增加喷硒技术，
每担谷销价由原本 200 元，增
长 至 600 元 。 今 年 根 据 土 地
集约的情况再扩增无人水稻
农场的建设，或直接与村民共
建无人水稻农场，提高机器的
使用率。

精准控制稻种播在旱地里

未来一部手机管理一个农场

智慧农业吸引村民回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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