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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昱含

7月 8日下午，第八届进博会消费品
展区、服务贸易展区展前供需对接会暨上
海招商路演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
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上
海市商务委员会、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共同主办。

消费品展区与服务贸易展区是历届进
博会的高热度展区。本次展前供需对接会
为这两个展区的参展商和采购商搭建交流

合作平台。消费品展区汇聚了 37家美妆
及日化用品、智能家电及家居、时尚潮流
等行业企业；服务贸易展区则吸引了来自
金融服务、商贸物流等领域的 18家企业
参与。活动还邀请了华润集团、中国通用
技术、中国石化等 100余家采购商企业，
促进双方深度对接，共同探索消费品与服
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机遇与发展空间。

活动现场通过展客商推介、宣传板展
示、展品陈列等多种形式提升参与度。消
费品展区展示了如昂特多功能便携包、米

林斯特管道疏通剂等特色产品。服务贸易
展区则通过视频和展板，重点呈现数字化
运营、可持续发展、零售供应链及全球快
递网络等解决方案。

根据国家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
案》，2025年全力提振消费是中国经济的
重点任务。第八届进博会将顺应新型消费
发展趋势，提振消费信心，持续提升中国
消费市场的影响力与美誉度，推动全世界
更多优质产品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融入
中国市场。

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促进深度对接

参展商和采购商共同探讨合作机遇与发展空间。

通讯员 东方

青浦区2017年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建立对口协作机制，精准对接东部产业
转移与西部天然资源，在蚕桑产业、纺织轻
工等领域，不断地结出硕果，书写跨越3000
公里的沪滇协作实践样本。

在德宏州陇川县户撒乡的这片蚕桑基地
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摘桑叶。这个占地千亩
的蚕桑示范基地目前共有48个蚕房，是上海
青浦区沪滇协作的重点项目，去年带动当地
群众就业超过8000人。2019年前，这里的村
民都是散户养蚕，养殖不成规模、收益低，
在上海青浦区援滇干部们的推动下，建立起
了标准化示范基地，配套建设了路网、蚕

棚、灌溉系统，破解产业发展技术难题，直
接农业产值超过5000万元。

此外，沪滇项目还投建了小蚕共育基
地，并引入企业进行标准化管理，带动农户
规范化养殖。如今，蚕桑产业已成为户撒乡
的“一县一业”。青浦区还引导并动员在沪
企业到德宏州盈江县投资兴业，构建起跨区
域产业链，打造盈江县轻纺产业园。目前园
区通过以商招商，形成了 14家服装企业集
群，带动5000多名周边村民就业，去年实现
产值4亿元。

除了云南德宏以外，青浦区从2010年起
对口支援青海果洛州班玛县，内容涉及乡村
建设、产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交流交往
交融等方面。在对班玛藏区的对口帮扶中，

青浦区以激发乡村活力为着力点，深度挖掘
当地文旅资源，整合高原村落特色民俗文
化，积极打造多贡麻村乡村振兴实践样板，
同时推动当地特色农畜产品贸易和精加工等
产业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实
现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未
来，青浦将坚持普惠导向，让发展成果“一
个都不能少”，同时以创新机制为引擎，帮
助对口地区掌握自我发展的“金钥匙”。既
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群众，又要构建可持
续的内生动力机制，把握普惠共享与长效赋
能两大方向，青浦区在对口协作中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走
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青浦：帮助对口地区掌握自我发展的“金钥匙”

通讯员 孙洁

自 1993 年成立以来，
扎根青浦区重固镇的上海
大生牌业制造有限公司完
成了从单一标识标牌制造
商到全链条品牌服务商的
华丽蜕变。如今的大生牌
业，不仅能为虹桥机场定
制毫米级精度的导向标
识，为麦当劳打造品牌空
间交互体系，更将业务版
图拓展至商业娱乐空间家
具、道具和电子产品等领
域，用 30多年时间将“本
土制造”的标签升级为

“全球服务”的金色名片。
全方位服务，塑造品

牌新形象。上海大生的服
务范围广泛，涵盖了城市
公共环境及公共交通、连
锁零售及新零售、文旅娱
乐、地产行业等多个领
域。公司不仅提供市场研
究、品牌战略规划，还涉
及品牌视觉呈现、商业场
景设计、数字营销、空间
设计、品牌 IP打造以及公
关宣传等综合服务。一站
式的服务模式，让上海大

生能够为客户提供从概念到落地的全方位解
决方案，满足不同客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我们以专业与专注打造品牌，以创新
与品质打动客户，以服务与理念打响市
场。”上海大生牌业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仕华表示。近年来，上海大生的业务范围不
断拓展和提升，客户遍及全球数 10 个国
家，包括麦当劳、华为、特斯拉、比亚迪、
泡泡玛特、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影城等知
名品牌及项目。

创新与品质，驱动企业发展。上海大生
不断投入研发资源，注重新材料和新产品的
使用与研发，先后推出智能道具、自助点餐
机、智能取餐柜等，致力为客户提供更安
全、环保的材料产品以及符合新业态新场景
要求的智能产品。据了解，公司曾多次获得
麦当劳中国颁发的合作共赢奖、优质供应商
殊荣，以及迪士尼全球采购供应商殊荣。

“作为传统的制造企业，我们生产的过程
也更智能化。”周仕华说道，“我们配备了总
投资近 500万元的先进智造设备集群，包括
机械臂、大型激光切割机、全自动数控折弯
机、5D四边开槽机等。”这些设备的引入，
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在行业内树
立了新的标杆。

政企协同，共筑发展新篇。“选择扎根青
浦区重固镇，源于我们深刻感受到政企同心
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周仕华表示。从本土
制造到服务全球，上海大生的成长轨迹，印
证着“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深刻内涵。
在长三角数字干线建设的浪潮中，政企携手
共进的创新故事，正不断书写新的篇章，为
青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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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魏阜龙

“崧泽”，一个承载着“上
海第一人”“第一村”“第一
稻”“第一井”等厚重文化标识
的名字，如何走出博物馆，融
入现代生活？2023年秋，赵巷
镇政府与互集文旅集团签订合
作协议，给出了创新答案——
整村运营。崧泽村党总支委员
顾士婷道出关键一步：“通过农
民集中居住，我们盘活了土
地，特意保留了 72幢农宅作为
发展载体。”这不仅是空间的腾
挪，更是发展思路的跃迁。村
委会同步优化营商环境，为项
目落地扫清障碍，守护文化根
脉与带动村民共富成为共识。

“崧泽映巷”入口处，“此
生必驾318”的醒目地标，昭示
其作为318国道上海起点的独特
区位；而由旧民居涅槃重生的

“崧泽映巷”，则成为连接远古
与现代的“文化会客厅”，6000
年历史的厚重感与数字展陈的
科技感在此奇妙共生。

步入“崧见”餐厅，老木
料改造的吊灯散发着温润光
泽，旧瓦片砌成的墙面沉淀着
乡愁。窗外，林荫休闲区、活
力草坪、滨水观景台成为市民
游客的热门打卡点。“‘崧泽映
巷’试运行以来，受到广大市
民的关注，节假日客流稳定在
3000人次，清明小长假期间高
峰客流日均达到 6000 人次左
右。”上海崧见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主理人嵇洁的言语中透着
信心，“崧见”咖啡试运营 3
个月，便登顶大众点评青浦区
咖啡馆热度榜单。在会议室
里，一场平安银行重点金融产
品分享会正热烈进行。“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
崧泽村作为青浦乡村振兴新标杆，不仅有好咖
啡、好风景，而且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平安
银行客户经理杨女士道出了许多访客的心声。

紧扣亲子同乐、萌宠友好、文化沉浸的都市休
闲需求，“崧泽映巷”一期项目已引入 13家特色业
态。二期项目蓝图正徐徐展开：飘着麦香的乡村窑
烤面包坊、充满活力的宠物俱乐部、静谧的抹茶
馆，以及 6栋主题餐饮区，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中。未来，中法葡萄酒博物馆、非遗手作工坊等三
期项目，将进一步织就一幅跨界融合的文化图景。

“真没想到，我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崧
见”餐厅后厨，村民何大姐笑容满面，像她一样，
在“崧泽映巷”就业的村民还有很多。她们的故
事，是赵巷镇“四村联动”全域振兴战略下村民获
得感提升的生动写照。过去的一年，崧泽村里发生
了巨大变化，造型别致的建筑拔地而起，大小草坪
上、乡村公园里，村民和游客怡然自得。中泽苑三
期公共空间、崧泽净心岛生态景观和崧泽村村容村
貌建设有序推进，完成了 238户农宅的宅前屋后综
合治理提升，小桥流水、一步一景。

崧泽村用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证明：激活乡
土文明最深沉的脉动，方能铸就乡村振兴最坚实
的底气。展望未来，上海之源的故事，正续写崭
新的篇章。

赵
巷
镇
崧
泽
村
整
村
运
营
后
成
为
热
门
打
卡
点

守
护
文
化
根
脉

带
动
村
民
共
富

记者 徐哲

作为上海第五家、青浦首家胖东来模式调改
门店，记者从永辉超市青浦宝龙店获悉，该店精
心筹备的“717好吃节”于 7月 9日正式开启，为
消费者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夏日美味盛宴。

上午 9点，记者在青浦宝龙广场永辉超市看
到，门店通过萌宠碰头基地、多巴胺能量站、烟火
美食工坊、超市美学打卡区、超治愈童心天地 5大
主题分区，将购物与社交深度融合，全面升级沉浸
式消费体验。萌宠碰头基地贴心服务带宠市民，多
巴胺能量站利用多巴胺配色吸引年轻消费者，烟火
美食工坊人气火爆，成为家庭客群的“一站式美食
补给站”。

市民蔡女士说：“商品种类比以前多很多，而且
现在还有熟食区，家里想吃的东西都能买到，价格
也比以前划算很多。”在熟食区，不少市民正在排队
选购，区域内设置了多个试吃点，让消费者可以先
尝后买。“感觉挺好的，品种也蛮多的，老百姓也喜
欢到这里来。”市民周阿姨表示。

本届“717好吃节”以焕新升级的百家调改门店
为主阵地，巧妙融合夏日时令需求、品质生活消费
趋势与家庭细分场景。依托深度供应链优势，永辉
联合超 100家核心品牌反向定制新品，并启动孵化

“100个亿元级品质单品”战略计划，进一步夯实
“优质平价”的民生价值主张。

永辉超市 CMO佘咸平强调：“此次‘717好吃
节’的举办是永辉超市从‘货架逻辑’向‘生活
方式逻辑’跃迁的关键一步。全面学习与对标胖
东来，从品质和情感等方面构造高质价比、多元
化特色的商品矩阵。商品开发力与场景运营力的
双轮驱动，是永辉向‘国民品质超市’转型的核
心。”

此次“717好吃节”将持续至7月20日，活动紧
扣“国民超市，品质永辉”战略升级核心，旨在通
过“好好逛、好品牌、好品质、好好吃”4大维度，
全方位重构超市购物体验，打造中国家庭品质生活
消费新范式。

为提升消费者体验，鼓励消费者参与互动，发
布带有#永辉 717好吃节#话题的小红书笔记，即有
机会赢取百元购物卡，让购物之旅充满惊喜与社交
乐趣。活动期间还同步推出多重暖心福利，包括生
日专属礼遇——凡是 7月 17日当天生日的顾客，可
享指定生日蛋糕 5折优惠。活动期间，永辉还将联
合众多品牌伙伴，在线上发起千万级蓝V互动与宠
粉赠礼活动，消费者参与晒单、互动，即有机会赢
取额外惊喜好礼，畅享夏日欢乐。

永辉超市青浦宝龙店
“717好吃节”火热来袭

通讯员 杨文婷

夏日炎炎，正是蜜梨采摘季。在香花桥
街道康然都市农业园中，一个个蜜梨圆润饱
满，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散发着令人陶醉的
果香。这正是通过香花桥街道牵线搭桥，由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指导康然都市农业园推广
种植的最新“沪晶 18”蜜梨品种，已经进入
采收季，喜迎“甜蜜”丰收。

近年来，香花桥街道与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深化街院合作，引入推广农业新品种，盘
活了部分经营不善的种植园。康然都市农业
园将一处原本经营不善的桃园重新整合承包
并对接市农业科学院，建成梨树展示示范基

地，在市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和技术的支持
下，从育苗到技术指导，培育出早熟的新品
种“沪晶 18”蜜梨。该蜜梨亩产 1700公斤，
以礼盒方式销售，年销售额达 150万元，成
为具有香花桥街道地域特色的“拳头”农产
品。去年，青晖农业专业合作社引入市农业
科学院专家与资源，对 112亩土地进行土壤
测试与改良，引入了“黑金 699”紫玉米和

“沪翠甜 6号”哈密瓜，其中“黑金 699”紫
玉米的花青素含量高出普通玉米 5倍，堪称
玉米界的“花青素之王”，受到了市场的追
捧。青晖农业专业合作社同时利用富农种业
资源试种了20多个新品种小番茄，成功遴选
出适合该地块种植的“青霞 66”小番茄。青

晖农业专业合作社尝到了与专业院校合作的
“甜头”，将一块经营不善导致亏本的种植园
转变为街道一处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产品
直供商超，扭亏为盈。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日前，
香花桥街道前往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学习
交流，进一步落实街院合作机制。下一步，
将积极推进市农业科学院香花桥研发基地建
设，引入推广特色花卉、食用菌、抗旱水稻
等项目，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育，以科技赋
能农业农村，把香花桥打造成市农业科学院
新品种培育的实验场、科研成果的转化地、
优质品种的推广地。

通过科技赋能，辖区现代农业发展未来
可期。现有30余家现代农业合作社，种植的

“一米”（稻米）、“两花”（蝴蝶兰、国兰）、
“四果”（草莓、蜜梨、桔子、沃柑）初具知
名度。香花桥街道积极盘活农业资源，全力
构建科技农业项目，引进优质品种，打造自
有品牌。泾阳村、朝阳村超 2000亩高标准农
田已全部完成验收。东斜村、金米村 230余
亩高标准菜地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作为上
海唯一以竹为特色的综合性生态园林，青浦
竹博园种植近90种竹类及多种珍贵树种。街
道还精心发布了农业旅游路线地图，进一步
激发农业旅游的潜力，带动农业产业升级，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香花桥街道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深化街院合作

首席记者 魏阜龙

7月9日下午，以“跨境向新力·增长新
引擎”为主题的虹桥“跨境电商+产业带”先
行区启动仪式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青浦片
区举行。这是上海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也是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以跨
境电商助力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培育自主
品牌的创新实践。

活动现场，青浦区白鹤镇与上海跨境公
服签署虹桥“跨境电商+产业带”先行区运营
合作备忘录；上海跨境公服、上港集团振东
分公司、虹桥寰球跨境电子商务、弘跃供应

链开展虹桥“跨境电商+产业带”先行区前置
集货仓项目合作签约；弘跃供应链、妃鱼数
字、肯超企业管理、紫桐树科技等重点项目
落地。其中，虹桥“跨境电商+产业带”先行
区前置集货仓通过物流企业、港口和政府三
方合作联动，依托与港口货站、海关对接可
溯源信息化系统，降低入港查验率，提高企
业通关便利化，构建高规格长三角物流集货
中心。

启动仪式后，“虹桥跨境电商培训班”正
式开班并开展首期培训，围绕政策、平台、
物流、金融等跨境电商实操要点展开分享。
亚马逊、抖音、奕泽供应链、中集集团、中
外运、安丹达、递一国际等 100多家跨境电
商企业参加。

2023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 提
出，鼓励各地方结合产业和禀赋优势，创

新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积极发展
“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2024 年 6 月，
商务部等 9 部门发布 《关于拓展跨境电商
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培育

“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模式发展标杆。过
去 5 年，我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过
10倍，已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上
海作为全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第一
档”城市，规模已从十亿级跃升至千亿
级。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是新时代改革开
放的标志性区域，跨境电商业务发展态势
迅猛，进口单量和销售金额连续数年占全
市一半以上。青浦区重点聚焦“3+3+3”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跨境电商列入加快
推进的 3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加速培
育新质生产力。

在市商务委牵头推动下，虹桥国际中
央商务区管委会与青浦区人民政府携手，

凭借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青浦区产业带以
及上海海空港物流等资源优势，打造上海
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带”先行区，以跨境
电商赋能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时尚美
妆、健康休闲、工业品 5大特色产业带，培
育民族自主品牌，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
打造竞争发展新优势。今年 1—6月，先行
区引进跨境电商上下游企业 121家，入驻企
业出口交易额为 16.09 亿元，交易单量为
1069.1万单。

未来，先行区将依托上海航运枢纽优
势与长三角产业带资源，推动“数字经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产业带选品
—跨境电商运营—海外仓配送”全链条服
务体系，多维度、全链路地助力企业降低
出海成本、培育自主品牌，为全国跨境电
商与产业带融合提供可复制的“上海方
案”，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台阶。

上海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带”落地虹桥
为全国跨境电商与产业带融合提供可复制的“上海方案”

积极引入推广农业新品种，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