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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家门口搭车出国省时又省钱

一列列奔驰不息的中欧班列，
搭建起开放合作新平台，成为贯穿
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大动脉”：3
月30日开行无锡-徐州-汉堡首趟
试运行接续班列；4月28日开行无
锡-苏州-圣彼得堡试运行班列；5
月7日开行无锡-徐州-莫斯科试
运行班列；6月7日首次以整列开行
接续班列……无锡中欧班列开行
后的“朋友圈”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扩大。

数据显示，目前中欧班列无锡
接续班列已累计开行8趟、发送货
物562标箱，通达德国、俄罗斯、波
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5国
6个城市。无锡中欧班列还在持续
扩大“朋友圈”，下一步将结合市场
需求，组织开行塔什干、阿拉木图
方向中亚班列，推进开发覆盖欧洲
全境的中欧方向班列，推动拓展无
锡至越南、老挝的东盟线路，满足
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

据悉，后续无锡班列将不断培
育市场、吸引增量，加快推动无锡
班列实现每月4列稳定开行。同
时，相关部门不断开拓市场资源，
委托专业机构针对全市规上企业
货运开展摸底调查和数据分析，开
展精准业务对接。好消息是，目前
已有小天鹅、捷普电子、上汽大通、
尚德太阳能等意向性客户50家，未
来将有更多的“无锡造”搭乘班列
走向世界。（晚报记者 蔡佳/文、摄）

本报讯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
局公布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
设试点、示范城市，无锡被确定为
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
城市，试点时间为2022年 7月至
2025年6月。

多年来，在国家、省知识产权
局的指导、关心和帮助下，无锡市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工作，知识产权综
合实力得到了全面提升。2013年9
月，无锡被正式列入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行列；2019年6月，无锡
市以优异排名获批第三批国家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
市；同年，无锡荣获全省营商环境
评价知识产权指标第一；2021年4
月，无锡被评为2020年度知识产权

工作江苏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
励地区；同年12月，被国家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表彰为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先进集
体，被评为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
绩效评价优秀城市。

截至2022年6月底，全市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8万件，其中
10年以上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02
万件，有效发明平均维持时间超7
年；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4.76
件，超过全省平均9.09件；各项数据
指标均位居全省第三。我市15个项
目获第23届中国专利奖，702所获中
国外观设计专利奖金奖，获奖数创历
史新高。连续两年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备案金额蝉联全省第一。

在新制订的无锡市科技创新促

进条例中设立了“知识产权”专门章
节，无锡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市级八
部门共同签署了《无锡市知识产权
保护跨部门协作框架协议》，中国
（无锡）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国家知
识产权局批准成立，无锡仲裁委知
识产权仲裁庭、无锡知识产权法庭
正式成立，成立全省首家商业秘密
保护基地、无锡市全链条知识产权
保护联盟，成功举办中国（无锡）国
际设计博览会，中国专利（外观设
计）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无锡，全社
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全面提升。

在试点期间，我市将重点提升
知识产权治理、保护、运用、高质量
创造、营造一流知识产权发展环境
五大方面工作，推进国家知识产权
强市试点城市建设。 （刘娟）

中欧班列“朋友圈”越来越广

““锡连欧锡连欧””首发首发 开往中亚哈乌两国开往中亚哈乌两国
昨天上午，随着无锡市市长赵建军宣布正式开行，一声汽笛

长鸣，中欧班列“江苏号”无锡—连云港—乌兹别克斯坦班列缓缓

驶出无锡西站物流园。其将途经连云港驶向中亚国家乌兹别克

斯坦。该班列是无锡与连云港携手开行的首个中欧接续班列，对

于全省探索班列一体化运营、南北结对帮扶合作都将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

无锡被确定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

作为“锡连欧”首发车，本趟接
续班列搭载了无锡三房巷企业生
产的聚酯切片、澳普洛钻探工具
（无锡）企业生产的钻杆及其他本
地企业生产的家电、轮胎、汽车配
件等多种货物，共计100个标箱，载
重1000余吨，价值3000万人民币，
从无锡西站发运至连云港（墟沟
北）站集结，再发往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两国，行程20天左右。

“在‘家门口’就能搭车出国，
送货时间和成本都大大减少了！”
三房巷集团客户指定服务商负责
人杨瑞霞是首发车的尝鲜者。她

告诉记者，这次首发班列
一半的标箱装载着他们
生产的聚酯切片。“过去
要把货物运出国，我们要
跋山涉水，历经多个城市
的周转，如今无锡班列开
通，路途时间缩短了3—5天，每个
标箱的运输成本就大约节省了1
万元。”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外贸出
口企业面临着集装箱一箱难求、运
费居高不下等难题，中欧班列的出
现打通了外贸物流新通道。无锡
西站物流园区副主任朱萍介绍，与

传统运输方式相比，铁路运输方式
时效稳定，可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输
成本，具有较强的安全性、稳定
性。中欧班列“江苏号”无锡—连
云港—乌兹别克斯坦班列的开行，
让本土企业用户实现在“家门口”
装货发运，缓解企业外贸供货的压
力。

牵手：实现产业+通道优势互补融合

“之前，全市外贸企业运输方
式约九成走的是公路和海运，中欧
班列的运行将优化这一现状。”无
锡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总经
理夏林飞主要负责无锡地区中欧
接续班列的运营业务。随着一趟
接一趟的列车开行，他出差次数也
多了起来，“虽然感觉很累，却相当
开心。”夏林飞说，相比海运，铁路

优势体现出来了，比如受疫情和恶
劣天气影响小，费用也可节省不
少，在时间成本方面能节省20-30
天，更方便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
往来。

无锡和连云港“牵手”的背后是
双方优势互补。在连云港市交通运
输局负责人看来，连云港的优势体
现在通道与班列开行方面，尤其是

中亚班列是连云港的优势线路，运
量持续位于全国首位。无锡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产业方面，有着广阔的
市场资源、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海量
的出口贸易总额，当地小天鹅、上德
铜板等电子产业和机械制造业等产
业发达，具有旺盛的出口货源优
势。双方“牵手”开展合作，可以实
现产业+通道的优势互补融合。

未来：精品线路助力“无锡造”走向世界

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打造“农业芯片”

蔬菜新育种技术
助力增产增收

本报讯 日前，记者在宜兴渎边蔬
菜生产基地看到，新种下的1000多亩
甘蓝长势良好，饱满健壮。这批十字
花科蔬菜种子和相关育种技术，来自
位于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迪
沫得生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几
年前南方蔬菜饱受“根肿病”困扰之
时，由浙江大学蔬菜研究所和迪沫得
联合制定的生产标准“白菜类蔬菜抗
根肿病的绿色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在
这里应用，仅宜兴包括白菜、甘蓝、小
青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累计应用面积
就超过1.1万亩，实现增产减损10%，
带动农民增收超过275万元。

江苏省农科院研究院李建斌介
绍，在2019年前，无锡、南通等地爆发
了较为严重和普遍的“根肿病”——
十字花科蔬菜对土壤干燥和酸性化
更为敏感，出现了根系腐烂等土壤菌
群失调症状，这种菌类的孢子能在土
壤中存活15年之久。为了让白菜类
蔬菜能持续健康生产，对于种子的抗
性增强研究成为锡山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的一项课题。课题组研发人
员来自浙江大学蔬菜研究所等机
构。“我们要对栽培土壤的菌群有确
切了解，其中包括对育苗工厂使用的
基质土的品质等都要全面掌握。”李
建斌介绍。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从
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了解到，生
物种业科技要打造蔬菜高效分子设
计育种体系和技术平台。

目前，宜兴用到的优质白菜的种
子、种苗均以规模化生产和播种进
行。一棵棵小菜苗在育种工厂内发
芽，它们个头较平衡，分装到装有基
质的穴盘内，探出绿油油的小脑袋，
再播种到不同的菜地和蔬菜大棚
内。一些菜地内则在地面铺设了黑
色地膜，能改变土壤的透气性，减少
除草频次，较大程度上杜绝“根肿病”
的发生。

据悉，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在优质多抗蔬菜特异新种质创建及新
品种选育中主动作为，已选育出“春
早”“春甘1号”等甘蓝新品种以及“杭
杂301号”“杭杂302号”等番茄新品
种种子。

（陶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