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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通
讯员王泽勋摄影报道：在深圳市
眼科医院二期工程项目中，市民
远远地便能见到一张巨大的“薄
膜”覆盖了整个基坑（见上图）。
原本基坑内的桩基施工和土石方
开挖破除岩石会产生较大噪声，
如今在这张膜的包裹下，震耳的
噪声已不复存在，整个施工工地
已悄然隐藏在城市背景音中。

这就是深圳市眼科医院二期工
程项目引入的气承式基坑气膜工
艺，气膜覆盖基坑面积约4200平方
米，膜体展开面积约8400平方米，
膜内空间最高净空约25米，这也是
此工艺在华南地区应用的首例。

气承式基坑气膜（以下简称
气膜）原理是通过气膜的内外压

力差支撑膜体从而形成膜内施工
空间。主要工艺做法为气膜外利
用斜向网状结构将膜材固定于地
面基础结构周边，利用供风系统
让膜内气压上升到一定压力后，
使气膜内外产生压力差以抵抗外
力，从而形成活动及作业的空间。

项目在气膜内作业，可以有
效隔绝基坑内施工作业产生的扬
尘、噪声。经现场检测，深圳市眼
科医院二期工程项目正常施工
时，膜外噪声优于现行规范场界
的70分贝的要求，将施工过程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了
气膜的加持，项目施工还可以减
少外界天气的影响，有利于项目
混凝土浇筑等施工质量控制，作
业时间也更有保障。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旭、通讯
员何天洋报道：9 月 17 日，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
作区”）正式挂牌三周年。三年
来，横琴口岸作为合作区内唯一
的粤澳两地出入境通道、粤港澳
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大型枢纽，共
查验出入境人员超4200万人次，
车辆超 502 万辆次，年均增幅分
别约94.6%和55.1%。

“这几年横琴变化很大，经
横琴口岸过关很快，进驻横琴的
大企业也越来越多，有很多机
会，我毕业后也有意向到横琴工
作。”在澳门大学就读的澳门居
民吴同学说道。自2021年 9月5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发布以来，横琴边检站
始终锚定合作区“四新”定位，不

断推进完善横琴口岸软硬件配
套，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助力澳
门产业多元化发展。

横琴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
三年来，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澳门
居民约1000万人次，占出入境总
人 数 约 23.6% ，同 比 增 幅 约
126.8%。同时，随着“澳门新街
坊”、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等民
生工程的建成使用，澳门居民出
入合作区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强。
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自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挂牌以
来，横琴口岸出入境客车流均高
速增长，客车流相较三年前均实
现翻倍增长。尤其是从去年9月
17日以来，经横琴口岸出入境人
员和车辆已超2100万人次和216
万辆次，均为同期历史新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三周年

超4200万人次旅客
经横琴口岸出入境

秋风起，蜜柚熟。日前记者在
位于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的梅州杉
富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蜜柚
种植基地看到，金黄的蜜柚挂满枝
头，工作人员正在树下忙碌采摘。

“我们基地的蜜柚种植面积约 1000
亩，柚果产量约 200 万斤。”该公司
总经理吴演武告诉记者，得益于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今年他们的蜜柚
不仅质量好、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涨，
还降低了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实
现增产15%。

据大埔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
师刘文强介绍，今年大埔县蜜柚种植
面积 22 万亩，上半年受连续阴雨以
及后期的强降雨频繁天气影响，产量
有所减少，产值与往年基本持平。从
九月上旬开摘至今持续热销。

在位于梅州市大埔县三河镇的
梅州万川千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厂

房，一车车酸甜多汁的蜜柚从果园运
到这里，经过自动化清洗，通过自动
分拣生产线将它们分成不同等级的

“柚山”，然后进行包装。
与此同时，主播们在直播间推广

销售蜜柚。“现在有10位主播为我们
带货，每天几万斤蜜柚销往全国，其
中广东省内客户占 80%。”该公司负
责人丘牡香说，今年该公司还将蜜柚
出口至美国。

“梅州的蜜柚好吃，这是我今年
回购的第二袋。”家住韶关的巫小姐
表示，这是她第一次在网上购买梅州
的柚子，快递发货速度快且送货上
楼，“吃完蜜柚已经开始期待梅州的
金柚了。”

“今年我们响应农业农村部门助
农倡议，在大埔各个乡镇设有 3—4
个代理点，快递价格相比往年降价
20%以上，同时专车专线专人负责蜜

柚运输，确保每天晚上没有一个蜜柚
寄件滞留过夜，60 公斤以内还免费
送货上门。”德邦快递潮汕大区总经
理陈泽丰表示，该公司在蜜柚采摘销
售高峰期根据寄件情况适当调整物
流布局，力求让蜜柚又快又好送达消
费者手中。

9 月 14 日，梅龙高铁正式开通
运营。高铁餐车上推出的蜂蜜柚子
茶饮品受到旅客喜爱。“当前，梅州
正全力打造节庆柚、亲情柚、苏区
柚、长寿柚、致富柚‘五颗柚’，广泛
宣传梅州柚的品牌形象和特色优
势，进一步拓宽梅州柚销售渠道，提
升产品市场占有率，让梅州柚产业
成为梅州市农业支柱产业和千家万
户增收致富的‘摇钱树’‘幸福果’，
助力‘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和农业
高质量发展。”梅州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陈爱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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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以旧换新首周
反响热烈购买火爆

首日销售金额便
突破1000万元，成为
全省首个交易额破千
万的城市

东
莞

秋风起 蜜柚熟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通讯员 彭伟录

梅州大埔县蜜柚今年
产量略减,从九月上旬开
摘至今持续热销

主播在直播间销售蜜柚主播在直播间销售蜜柚

羊城晚报讯 东莞家电以旧
换新活动自 9 月 8 日启动以来，
市民响应热烈、购买火爆，首日
核销补贴金额就超过了 200 万
元，销售金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
元大关，东莞成为全省首个交易
额破千万的城市。首周销售数
据显示，东莞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金额和销售金额均呈现出积极
增长的态势。其中，一级能效的
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等传统
大家电品类最受市民欢迎。

多家卖场销售额翻倍

“以旧换新首周京东销售额
环比上月同期增长了 300%，传
统家电销售环比上月同期增长
更是达到了 500%。”东莞京东

MALL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政策
引导下，消费者更愿意换新的家
电品类是：一级能效的高端冰箱、
洗衣机、空调与 100 英寸大屏电
视，还有就是受当下较火的《黑神
话·悟空》游戏影响的电脑产品，
以上品类销售占比超70%。

时尚电器市场部副总监周君
告诉笔者，“东莞时尚电器以旧换
新首周销售额同比增长120%，冰
箱、洗衣机、空调与电视较受消费
者关注，其中，空调销售量同比增
长150%。”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
时尚电器再叠加厂商补贴与“时
尚补贴”等，力度空前，使销售额
同比大幅度增长，其中空调类别
增长最为显著。

东莞苏宁电器相关负责人介
绍：“得益于家电以旧换新的政

策，苏宁在东莞的65家门店的销
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5%。”
其中，增长较大的是冰箱、厨房
电器类产品以及电脑。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发现
了一个现象：这次政策对消费者
趋优消费促进明显，让大家愿意
买更好的商品，比如美的高端品
牌 COLMO，海尔高端品牌卡萨
帝，海信高端品牌璀璨都取得了
大幅增长！”东莞京东 MALL 负
责人告诉笔者，此次家电以旧换
新期间，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单
价高的商品，大多是为了给家里
的电器换购升级。

每人最高补贴1.6万元

来自东莞市洪梅镇的陈先生

表示：“家里的冰箱用了很多年，
今年想换一个新的大一点的，但
看中的那款有点贵，这次刚好通
过以旧换新活动可以补贴 2000
块，就直接来店里付款了。”陈先
生最终以比挂牌价优惠 3000 元
的价格买下了海尔高端品牌卡
萨帝的506L冰箱。

东莞此次家电以旧换新活
动涵盖 2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
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
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吸
油烟机等 8 类家电产品。对二
级能效以上产品提供 15%售价
补贴，一级能效则加码至 20%。
每位市民每类限补一件，总额上
限为1.6万元。

“原本的方案总共是六万
多，现在参加以旧换新，每个品

类我都买一级能效的电器，最
后加上京东的优惠一共优惠了
近 2 万元。”在南城上班的申先
生在选购新家全屋家电时，提
前 关 注 到 家 电 以 旧 换 新 的 活
动，并调整家电选购时间，积极
参与活动。

同时，自 9 月 13 日起，微信
与京东同步启动东莞市家电换
新线上盛宴，让市民足不出户即
可享受便捷的以旧换新补贴政
策。中秋佳节期间，多家卖场还
纷纷推出了中秋特惠活动，且可
以与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叠加使
用。以东莞京东MALL为例，相
关负责人表示，“加上国家补贴，
我们一共有六大补贴，最高可补
贴60%。”

（彭钰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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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23 年东西部协作
投入 180 万元资金，在石阡县建
设厚（东莞市厚街镇）扶阡品公共
电商服务中心（黔货云仓石阡县
节点仓），现已集纳全县具有 SC
证明的优质农特产品70多种，包
括酒、茶叶、矿泉水、调味品和蛋
制品。

在石阡县委常委、副县长李
飞看来，石阡地理位置优越，原生
态、绿色、新鲜的农特产品进东部，
丰富了湾区消费者的选择，也促进
了健康饮食文化的传播。“阡货出
山”正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如果能
有更稳定的供应链和市场，让石阡
好物能够触及更多消费者的餐
桌，就能带动更多当地就业，推动
石阡产业经济的整体繁荣。

石阡县有着“贵州老字号”和
“县级非遗松花皮蛋加工技艺”称
号的爽珍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生产加工茶叶、蛋类等农副
产品，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的
省级龙头企业。近年来，公司总
经理杨喜雪注重研发创新，开发
了烤蛋、糖蒜等一系列新鲜味道。

8 月 25 日，石阡县组织女企
业家协会赴东莞市开展农特产品
推荐交流活动，杨喜雪作为企业
代表参加了这次交流会。她说：

“这回去广东收获很大，看见他们
用皮蛋做月饼，我觉得很新奇。”
回来后，杨喜雪寄了一部分皮蛋
到东莞月饼企业做研发样品，正
期待下一步的供应合作。

畅通产业供应链，物流也很
关键，不能让农货“卡”在半路
上。在石阡，农产品质量高，但产
量小，对东部地区来说并不具备
稳定的供应链优势。同时，米面
粮油在出山的过程中运输成本偏
高，影响了市场竞争力。目前，随
着东西部协作的不断深入和销售
渠道的日益完善，两地政府也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物流补
贴、销售奖励等，建立石阡农特产
品与东部市场之间的稳定供销关
系，确保销售渠道的畅通无阻。

两地协作围绕当地特色的挖
掘、市场拓展的合作模式将会更
高效地推动两地农业、产业的繁
荣发展。李飞说：“希望结合消费
帮扶政策，引入东部企业参与石
阡农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通过
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实现共赢
发展。”下一步，石阡县还将继续
加强与东莞市的交流合作，借东
西部合作之力，助力石阡县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谱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

一台机器、两三个人、一间十
多平方米的小瓦房……在贵州省
铜仁市石阡县花桥镇，有一间十
一年的老榨油坊，工人正有序地
加工新收的油菜籽。蒸炒、压榨、
沉淀、精炼、过滤……坊内机器嗡
鸣，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坊主杨
陆说：“镇里像这样的作坊有四十
多家，油菜种植已经是花桥镇规

模最大的产业。”
中秋节将至，这间小榨油坊

接到了来自东莞订购的950桶2.5L
菜籽油的订单。在石阡县石世忆智
慧云仓有限公司的物流园，这950桶
菜籽油正加紧打包，又一批农货借东
西部协作的东风运往东莞。

自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以
来，越来越多的石阡农特产品走

出大山。今年1月至8月，石阡县
实现东西部消费协作销售额
2.8562亿元，950桶菜籽油订单，
是东西部协作工作推进的最直接
成果。东莞通过搭平台、争资金、
促合作，有效推动了石阡农特产品
进入大湾区市场，来自大山的原生
态味道也成为了石阡县的一张亮
丽名片。

石阡县位于武陵山脉西南边
缘，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
大，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目
前，当地立足资源优势，以“山、
水、茶、城”四张名片为发力点，
延伸发展了温泉、茶叶、红色旅
游、清洁能源、林下经济五大主导
产业。

9月初，虽已过了采茶旺季，
石阡县聚凤乡 1200 多亩的高原
茶场仍是一片绿意盎然，茶园中，
除草剪枝、检查茶树的长势，牟小
虎的身影忙碌且专注。作为石阡
县的主导产业之一，石阡苔茶正
通过东西部协作的机遇逐步打开
东部市场。高山出好茶，牟小虎
说，高原茶场山高雾浓，空气质量
优良，这里的茶树享受着充足的
阳光和雨露，能孕育出品质上乘
的茶叶。从小在茶香中长大的牟
小虎对茶叶颇有研究，被聘任到
贵州良友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专管制茶和茶园标准化技术规
范。

“做茶叶要练硬功夫。”几年
来，牟小虎带着良友农业在源头
管控方面下大力气，育苗种植、除
草剪枝、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均采用国际通用标准，从源头上
保证每一片茶叶的品质。据不完
全统计，贵州良友农业通过“公
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带
动聚凤乡 209 户 725 人增收，常
年解决 700 余人就近务工，助农
务工创收每年达1500余万元。

同样在聚凤乡，万亩野生油
茶树漫山遍野。2011年以来，当

地政府开始对数万亩的野生低产
油茶树进行改造增产，油茶变成
摇钱树，“野树野山”变成聚宝
盆。李官强创办的贵州石阡佛顶
山野生油茶油业有限公司承包了
乡里8000多亩野生油茶基地，发
展“仡家野生茶油”产业品牌。

谈起野生油茶，李官强如数
家珍。纯物理冷压榨，自然晒干、
去壳、榨油、精炼过滤的山茶油实
现了真正的零添加、原生态，含不
饱和脂肪酸和茶多酚等，清澈透
明，口味清爽。近年来，在大健康
的背景下，茶油市场的占有率有
所提升，“仡家野生茶油”的年产
值最高达到了1500万元左右。

“石阡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了
以荷花为依托的农旅产业，也开
发出荷叶茶、荷叶豆腐、荷叶面等
特色产品。”据石阡云仓负责人贺
俊介绍，荷叶面是石阡当地一款
集美味、营养、健康于一身的农特
产品，但是受众少，市场面小，几
度濒临破产。

莞阡两地协作以来，东莞提
供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两地
共同搭建了线上线下销售平台，
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展销会
等多种方式，直接带动销量和资
金流转，盘活了荷叶面等当地特
色的、小而美的农特产品企业。

石阡云仓物流园中，荷叶面的打
包发货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贺
俊说：“荷叶面虽说不是石阡一个
很大的名片，但它是特色，能把它
留住并且打出销路，我们真的很
高兴！”

在坪山乡佛顶山村，黄水粑是
一道纯正的地方传统特色小吃。
走进合作社的制作工坊，糯米香、
红糖甜，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村民
李忠琼介绍说，在佛顶山村尧上仡
佬族民族文化村寨，基本上家家户
户都会做黄水粑。用原生态的山
泉水清洗竹叶、揉米、包叶、蒸熟，
有着多年的制作经验的李忠琼，对
每一道工序都烂熟于心。

近几年来，村民们依托当地
的旅游资源和黄水粑特色美食发
展商机，大家抱团发展，从家庭式
生产作坊到工厂规模化生产，线
下线上多渠道销售，石阡县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也在广东省挂牌成
立了“贵州省石阡县供销社农特
产品东莞展示展销点”，重点推荐

“黔乡姊妹·黄水粑”等农特产
品，村民们依靠黄水粑致富的信
心越来越足。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机遇，
石阡的精品农特产品巧妙搭乘消
费帮扶的“高速列车”，成功穿越
大山，正稳步渗透进粤港澳大湾
区市场。

添动力，

添活力，

聚实力，

跨越千里的石阡味道莞阡
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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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油茶果

聚凤乡的高原茶场

石阡苔茶

特色产业拓宽致富路

消费帮扶结硕果

打造两地协作新引擎

石阡特产黄水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