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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知识产权金融工作推进会在赣州召开
6 月 19 日，全省知识产权金融工作推进暨知识产权证券

化现场交流会在赣州召开。

会议通报了 2023 年全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情况，并

对 2024 年知识产权金融工作进行部署。

会上，赣州市市场监管局围绕在深交所成功发行的知识

产权证券化产品作经验介绍。近年来，赣州市积极推动知识

产权与金融资源融合，通过“专业化评估+专利池运营”“市场

化管理+国企融资担保”“储架式发行+政府贴息”破解知识产

权金融三大难题，成功发行全省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有

效打通企业专利资产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后一公

里”，让科技“专利纸”变成企业“发展金”，为全省专精特新企

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融资渠道。 （黄雪娇 龚燕英）

俯瞰仙女湖，犹如一块镶嵌在新余的绿宝石。夏日，

湖上小岛星罗棋布，山水风光旖旎，一阵阵微风拂过，湖面

泛起点点涟漪，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

仙女湖南岸，有一个传统渔村——欧山村，村民世代

以养鱼捕鱼为生。随着仙女湖生态保护力度加大，沿湖村

民退出网箱养鱼，短短十余年间，欧山村不仅摆脱了转型

的阵痛，告别过去“渔兴则兴，渔衰则衰”的历史，还迎来了

美丽蝶变：村民不等不靠，艰苦奋斗，抱团打拼，组建了一

支捕捞大军向外输出技术，并走出国门进行规模养殖，再

次唱响了动人的“渔光曲”。

拆网上岸有新篇

6 月 20 日，家住新余市仙女湖区凤凰湾办事处欧山村

的村民赵广根，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仙女湖塘尾码头，将起

网的有机鱼装车外销。他和鱼打了 30多年交道，从自己养

鱼捕鱼，到拆网上岸当工人，见证了湖区生态的明显改善。

以前，仙女湖沿湖村民大多以养鱼为生，有网箱 1万余

个。欧山村是一个水库移民村，有上千名村民，因缺地少林，

“靠水吃水”曾是村民生存的首选。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村

家家户户从事网箱养鱼业，高峰时网箱数量超 5000 个，占

仙女湖养鱼网箱一半以上，是远近闻名的鱼苗和成鱼供应

基地，引得全国各地养殖专业户前来参观学习。

“网箱养殖密度大，使用的饵料、鱼药多，尾水处理不

好就会影响仙女湖的水质。”赵广根说。多年的网箱养鱼

形成了不科学的养殖方式，仙女湖的水域生态环境不可避

免遭到破坏。2011 年，仙女湖区开始全面拆除养鱼网箱，

依托组建成立的江西仙女湖渔业有限公司，实行“人放天

养”的生态养殖模式，守住渔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条底线，

村民也由此开始了转型之路。

“我们上门入户做村民思想工作，引导他们爱水护水，

并按市场价格补偿网箱和鱼苗的成本，不让村民的利益遭

受损失。”江西仙女湖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中平介绍，“我

们还以配置原始股的方式，鼓励引导村民通过现金形式入

股渔业公司，共享绿色发展红利。有捕捞技术的村民，则吸

纳他们参与公司生产捕捞，带动了11名欧山村村民就业。”

“比起以前自己养鱼靠天吃饭，现在的收入更稳定，每

年还有分红，人也更轻松了。”赵广根笑着说，他有捕鱼技

术，在公司负责捕鱼和卖鱼，巡护 2000亩的水域，看到山更

绿、水更清，心里也越来越美了。

跨省吃上技术饭

端午节过后，欧山村村民宋建新在家短暂停留后，便

赶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赋石水库，准备进行下一阶段

捕捞作业。在 1 万余亩的水域，捕捞 50 万公斤的成鱼，这

是他去年 12 月份接到的订单，目前已完成了 15 万公斤的

捕捞量。“按照合同，每公斤鱼捕捞上岸，甲方便支付我们

0.8 元，另外给我们每人每月 1000 元的伙食费。”宋建新带

着 5名村民，组团到外省吃上技术饭。

今年 67 岁的宋建新，凭借过硬的捕鱼技术，长年在外

从事捕捞作业。他告诉记者：“从仙女湖出来的捕捞队在国

内是出了名的，许多渔业公司请我们去帮忙捕鱼，我跑过黑

龙江、湖南、云南等多个地方，每年都有很多订单合同。”

谈起捕鱼技术，宋建新如数家珍。村民湖边长大，不仅

会网箱养鱼，还会在仙女湖大网捕鱼，通过拦网、刺网对鱼群

进行包围、截拦和驱赶，迫使鱼群进入定置网中，从而达到集

中捕鱼的目的。“捕鱼最要紧的是不能伤鱼，鱼擦破了皮就容

易感染死亡。我们在外面捕鱼，用6寸的粗眼巨网，最独特的

技术就是不会伤鱼，这点得到了国内各地养殖户的认可。”

“村里人多年养鱼捕鱼积累下的技术和人脉，是转型成

功的关键所在。”欧山村党支部书记袁丹告诉记者，“宋建新

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像他这样从事捕捞作业向外

输出技术的村民，村里有近 200人，形成了一支业内有名的

捕捞大军。”

早先一部分村民在鱼贩的介绍下，外出承接捕捞业

务，并带动亲戚邻里一同走出家门，吃上技术饭，形成了抱

团打拼的局面。2012 年，欧山村顺势成立捕鱼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纳了众多村民加入，保障他们出门在外时的人身

安全，帮助他们妥善解决劳务纠纷。目前，村里的捕捞大

军年收入已突破 1000万元。

出国开拓新天地

老挝首都万象市郊外 20 余公里，一座占地面积 750 亩

的连片鱼塘蔚为壮观，鱼塘内一条条肥美的罗非鱼，在水

中翻腾跳跃。经营这片鱼塘的正是欧山村村民彭卫平。

与国内从事捕捞作业的村民不同，他把眼光瞄准国外，靠

中国技术扬帆出海，激活老挝渔业“一池春水”。

记者电话联系彭卫平，他聊起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2012 年，他怀揣着 300 万元现金，前往老挝养殖罗非鱼，克

服了重重困难，将大水面养鱼做到老挝第一规模。在他的

带动下，村里有 16 名村民前往老挝养鱼，使得小村渔业成

集聚发展之势。

成功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艰辛。在老挝的前几年，

凭借现代化的养殖理念，彭卫平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可

是 2018 年 8 月，老挝持续降雨引发洪灾，他的鱼塘被全部

冲垮，一下子损失了 700 万元。“一个星期冲掉了我所有的

积蓄，还负债 200多万元。”

“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借钱重新开始了创业。”

彭卫平说，“老挝因缺乏资金、管理和技术，规模化养鱼还是

一片空白，我决心填补这一空白。再者，这边气候适合养殖

罗非鱼，一尾葵花籽般大小的鱼苗长成 1公斤的成鱼，只需

要6个月时间。遇上市场行情好，一两年就可以回本。”

2019年，彭卫平添置了自动投料机、增氧机等现代化设

备，再加上企业化管理理念，明确鱼塘内12名老挝职工的职

责，极大提高了渔获量。“我平均每天销售罗非鱼2000多公斤、

草鱼和鳙鱼150多公斤，占据老挝华人市场90%以上份额。比

起以前在村里养鱼，我们现在不仅是‘鸟枪换炮’，还引领着

老挝渔业的潮流。”彭卫平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道理，“同行到我这里参观学习，我都是倾囊相授。”

欧山村渔民转型发展，走的是“岸上、技术、国外”的路

子。欧山人积极向国内外渔民推广和传授捕捞技术，同时

帮助老挝等国家发展养殖事业，彰显了大胸怀。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记者李春宇、何磊静）23
日晚，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等地标

性场馆点亮灯光，共同庆祝奥林匹克日。当天，中国奥委

会第 38 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北京、张家口、杭州等 14 地同

步启动，全国数千名体育爱好者参与了欢乐跑、奥林匹克

文化营、项目培训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的主会场活动上，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进强表示，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

一个多月，中国体育健儿正全力做好奥运备战工作，希望

大家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用实际行动为全世界奥运健儿加

油助威，享受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张家口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当天有 600 余名

运动爱好者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参加越野跑活动，感受冬

奥场馆和冬奥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杭州萧山湘湖之畔，500多名市民参加亲子欢乐跑、

篮球训练营等项目。本次活动举办地湘湖郊野（国际）体

育公园作为杭州市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标志性成果，

以“体育+微景区”的模式，将体育场地与自然环境融合，

让大众在绿水青山之中享受运动健身的乐趣。

在江西南昌，3 公里的欢乐跑带动不少前来休闲健

身的群众自发加入到队伍中。“原本是带着老人、孩子来

这里散步的，随机加入了欢乐跑，虽然只跟跑了一半的路

程，但我们一家老小都乐在其中。”南昌市西湖区市民张

涛名说。

此外，南昌分会场还举办了新入奥项目培训营活动，

20 余名滑板爱好者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滑行、跳跃、旋转

等动作。今年 10 岁的小学生刘瑾萱对滑板运动表现出极

大兴趣。她说：“我去年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块滑板。

滑板运动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意志力。”

巴黎奥运会新增项目霹雳舞在云南大理掀起热潮。

在奥林匹克日活动现场，大理民间街舞队的表演让人眼前

一亮。队长杨泓秋介绍，街舞队成员都是大理人，这次创

作的主题是大理扎染的过程，其中融入了大理三塔、蝴蝶

泉等元素，希望展现出白族人民幸福的生活状态。“我们都

知道霹雳舞进入奥运会了，越来越多的大理民众也练上了

街舞。我十分期待巴黎奥运会中国选手的表现，希望他们

取得好成绩。”杨泓秋说。

每年的奥林匹克日，大连海之星跑团团长徐守国都会

组织跑友陪伴孤独症儿童参加跑步健身活动。“跑出健康、

跑出快乐。通过奥林匹克日活动，能让人们深刻意识到增

强体质的重要性。”徐守国说。

国际奥委会于 1948 年设立奥林匹克日。中国奥委会

自 1987 年以来，已连续 38 年开展形式多样的奥林匹克日

活动，旨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号召更

多人参与其中。

鹰 潭 市 浙 江 商 会 创 新 建 立“ 银

行+担保+商会+企业”模式，与鹰潭

市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出金融

产品“浙商贷”，通过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每年为浙商企业累计提供贷款资

金不少于 70 亿元，有效缓解了在鹰浙

商 企 业 融 资 难 、融 资 贵 等 问 题 ；自

2021 年启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以来，

该市余江区已通过各级商会推动 207
家企业与 140 个村结对，带动当地农

民增加收入 1.3亿元……

近年来，鹰潭市着力推进基层商

会建设，注重引导基层商会在加强会

员服务、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经济发

展等方面搭建平台，实现了服务乡村

振兴有深度、服务地方经济有力度。

搭桥梁 服务地方经济

在江西力博广盛铝业有限公司，

高 精 度 铝 带 箔 生 产 线 正 在 加 速 运

转。该项目于 2023 年 10 月试生产，

达产后年产铝带箔 12 万吨，销售产值

超 25 亿元。而这背后，离不开鹰潭市

浙江商会的牵线搭桥。

当时，鹰潭市浙江商会得知力博

集团有意到外地投资办厂，且新上的

铜精深加工项目正是鹰潭急需引进

的好项目，于是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

呈送给贵溪市有关部门。此后，贵溪

市与企业积极洽谈，项目落地后，园

区及各职能部门在办证、建设等过程

中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

“一期项目投产后，我们切身感受

到当地政府亲商、安商的贴心服务。

因此，新上的铝业项目也选择放到贵

溪来。”江西力博科诚铜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海说。

鹰潭市工商联副主席尹萍表示，为使基层商会做到为企

业和政府双向服务，鹰潭市工商联以创建“四好”商会为抓

手，全面推进基层商会建设提档升级。

鹰潭市着力强化对基层商会的指导，畅通企业与政府之

间的沟通渠道，通过开展政企沙龙等多种形式，听取会员企

业意见和建议，多方协调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等方面困

难。同时，通过组织会员企业参加招商会，加强与外地行业

商会交流沟通，为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通过“以商招商”，鹰潭市浙江商会先后引进力博集团、

新越集团、露笑集团、南缆科技、中楷铜业等多个优强项目。

贵溪市泗沥商会对泗沥镇产业孵化园大力推介，引入 22 家加

工企业入驻产业孵化园。

优平台 助推企业发展

“今年 4 月，商会牵头组建了统一的采购公司，通过与上

游的面粉、糖、油等原料供应商洽谈合作，建立了线上原料统

一采购平台。”鹰潭市焙烤商会秘书长陈良辉介绍，通过这一

平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会员企业能以更低成本实现原材料

统一采购，从而提升企业效益。据统计，目前约有 100 家会员

企业通过平台采购，单个品种最高可节约成本 15%。

烘焙产业是鹰潭市的富民产业和重点产业。据统计，

鹰潭在全国的“果子大军”约有 10 万人，开设了直营店、分

店、加盟店 2 万余家，年产值 400 亿元。2016 年，鹰潭市焙烤

商会成立。

近年来，在商会的积极推动下，鹰潭市成功举办了四届

中式糕点博览会，通过会展经济为行业企业打通了供应链。

同时，商会采取一系列助推企业发展的措施，包括推动开展

交流合作、争取信贷资金支持、筹办行业技能竞赛等，推动烘

焙产业实现“上下游串联、抱团式发展”。

尹萍表示，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基层商会建设提升三

年行动（2022-2024），全市各基层商会积极发挥作用，连接政

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社会与企业交流平台，为会员企业把

脉问诊、降本增效。同时，通过主动搭建各类平台，开展特色

活动，促进商会形成“项目池”“资金池”，为企业更快更好发

展提供保障。

鹰潭市浙江商会通过创新宣传推广、创新科技应用推

广、创新服务内容打造“创新型商会”，做好服务会员企业各

项工作。鹰潭市四川商会建立四川籍农民工维权站，每年定

期开展农民工合法权益知识讲座。贵溪市周坊商会在乡镇

建设物流中心，降低会员企业物流成本，解决会员回乡办企

业的后顾之忧。

聚动能 促进乡村振兴

近日，贵溪市周坊镇杨家村产业帮扶车间——富涛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一派忙碌的景象。65 岁的村民程香莲告诉记

者：“每完成 10 次装袋，就可以赚到 0.4 元，每个月的工资有

2000多元。”

投资 3000 多万元建设的产业帮扶车间，吸纳了 200 多名

留守妇女、脱贫户就近就业。企业负责人胡文强是贵溪市周

坊商会会长。2019 年，胡文强带头返乡创业，如今商会通过

党组织联建共创机制、互访互学互促活动等，探索丰富会员

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形式。目前，周坊商会有 18 家会员企业

返乡创办帮扶车间，解决当地村民就业 500余人。

建立商会、乡贤会定期联络联谊机制，鹰潭市吸引乡贤

“雁归”凝聚发展动能。一方面，把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作

为各基层商会履行责任、展示作为、助力共富的大舞台，鼓励

乡镇商会植根农村、服务农民。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商会人

才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在推

进乡村振兴中展现新作为。目前，该市共有 400 余家民营企

业累计投入 28亿元，为 208个村建设 737个“兴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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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全民健身“燃动”奥林匹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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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初晴的欧山村。

▲6 月 22 日，上高县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放飞写有自己梦想的纸飞机，庆祝幼儿园毕业。

特约通讯员 陈旗海摄

▼6 月 19 日，

吉安市吉州区保

育院三部的孩子

合 影 留 念 ，定 格

童 年 记 忆 ，迎 接

毕业。

特约通讯员

李 军摄

毕 业 快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