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8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刘松明 本版视觉/窦云阳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别被“手工”骗了你的健康
方翔

今日论语

本报讯（记者 叶薇）位于漕溪路270号的

老凤祥总部将于年内启动改造，通过改建，成

为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智造空间”，集设

计、生产、展示于一体，助力有着176年历史

的“老字号”品牌实现数字化转型。这是上

海中心城区首个“工业上楼”项目。老凤祥

所在的徐汇区在全市乃至国内率先组建区

级新型工业化办公室，围绕人工智能、集成

电路等先导产业，推动“工业上楼”，形成“上

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进而

形成产业集群。

老凤祥总部大楼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无论是外观、内部结构、业务布局都与企业的

发展不符。徐汇区积极支持老凤祥探索“工业

上楼”，按规划，总部原址将建成一栋全新的大

楼，建筑高度超过70米，地上面积4.5万平方

米、地下面积1.5万平方米。大楼地上目前约

1.0的容积率在完成“工业上楼”后，也有望提

升至4.5左右，承载更多的研发、制造和展示等

业务，打造成为时尚消费品制造业新标杆。

推动工业转型，让先进制造业安家落户，

首先是能够为企业提供适合的工业载体。随

着产业升级，工业载体面临许多挑战。以徐

汇区工业用地分布最多的漕河泾开发区为

例，部分企业虽然办公、研发、测试等环节在

开发区，但因没有合适的生产载体，部分产线

已外迁；也有的企业虽有产线，但因载体不融

合，产线与办公研发分散、没有集中。随着更

多先进制造业企业的诞生，办公、制造一体的

载体需求更加突出。目前，徐汇正加快存量

低效用地盘活再开发，向集约要空间，加速吸

引上下游制造业回归和产业集聚发展。

近日，上海发布首批“市区协同”千亿元

级产业集群名单，其中徐汇将主导发展人工

智能（大模型）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基于徐汇

区现有人工智能产业特别是大模型生态集聚

的优势，新成立的新型工业化办公室将积极

促成智能终端、电子信息、机器人、医疗、能源

等行业企业与之对接，通过“AI+”牵引高端制

造业升级。在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速空

间”，达卯科技参与徐汇大模型+虚拟电厂建

设；浦江实验室与极氪汽车开展多模融合的

车域大模型研究。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

的故事越讲越精彩。

市经济信息化委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

深化市区协同，不断推动各区发挥自身优势，

锚定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共同推动上海

特色产业迈向新高度。

今年7月30日，重组后的上海农

村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农交

所）正式揭牌，对统一本市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场所，发挥农业农村资源要

素市场化配置平台功能，全面承接全

市农村产权交易业务起到关键作

用。1—8月，上海农交所累计完成

交易数量7434宗，成交金额48.88亿

元，宗数同比增长近10倍，成交金额

同比增长近3倍。上海农交所交易

规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交易宗数和

交易金额都大幅度提升。

为超年限设施找出路
“通过上海农交所的帮助，实现

集体资产的增效，最后的成交价格是

我们意想不到的，远高于按照之前处

理所得效益！”金山区亭林镇农业农

村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张明法感叹。

自2007年起，在金山区农业农

村委支持下，亭林镇浩光村成功建设

了325亩菜田。管棚、喷灌、滴灌等

菜田设施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出现

损坏和老化，无法满足蔬菜的机械化

和设施化生产的需求，同时设施的维

护成本过高，亟待通过资产重组，尽

快启动土地整理复垦，实现农业资源

的合理配置。

在这批农业设施交易前期，上海

农交所与转让方金山区亭林镇农业

农村服务中心积极沟通，收集挂牌信

息资料，调研项目诉求，根据具体交

易诉求结合资产评估报告制定信息

披露申请书，为资产公开挂牌交易创

造了良好条件。

在交易安排上，上海农交所与转

让方共同探讨网络竞价前置的具体

要求，维护了转让方的利益，针对评

估价值为69.151040万元的资产于

2024年2月7日至26日对该项目信

息进行原价挂牌。项目交易方式为

“网络竞价—多次报价”，吸引了10

位意向竞买人进行实时在线竞价，经

过69轮竞价，最终以90.151040万元

成交，实现交易溢价30.39%，资产增

值21万元。

此次交易遵循了2022年农业

农村委和市财政局《关于加强市级

农业设施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

中关于达到使用年限的农业设施财

政性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为其他超过年限

的农业设施财政性资产的处置提供成功案例

借鉴。

“通过网络实时报价、多人竞价、多轮报价，

充分发挥市场的合理配置能力，盘活了财政性

资产，实现了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上海农交所

业务二部的高级主管曹旭红补充介绍道。同

时，上海农交所对项目交易过程以及交易材

料进行审核，“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流程

也消除了转让方参与交易时的后顾之忧。

上海种质资源走出去
除了实物资产交易项目，上海农交所在

农业类知识产权交易项目上也颇有亮点。

“明珠7号”是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园艺所哈密瓜课题组在上海、海南

两地经9代选育而成的厚皮甜瓜新

品种。该品种植株长势中等，株型紧

凑，综合抗性好，容易坐果，耐湿、耐

低温弱光，其肉质松脆爽口、清香、多

汁，中心遮光糖含量16度以上，口感

风味俱佳。

上海农交所在受理该项目后，于

2023年12月19日对该项目以底价

100万元、技术秘密的形式进行正式

公开挂牌。2024年1月17日，上海

农交所组织意向受让方通过长三角

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交易报价网进行

网络竞价，经过高达110轮，近3小时

的竞价，最终由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

公司以250万元的成交价格获得这

项技术转让，溢价率达150%。

“甜瓜品种”明珠7号转让项目，

是上海农交所服务上海种质资源科

研成果走出去服务全国的典型案例

之一，不仅有效发现了农业科技成果

的潜在市场价值，同时也为上海的种

质资源研究和交易提供推动，响应了

上海种业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为打

赢种业翻身仗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该项目通过市场化的价

值发现机制，实现了较高的交易溢

价，对于促进种质资源交易和产业

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

甜瓜品种的推广也有助于推动上海

地区甜瓜品种的研发和创新，促进

农业稳产增产，提升上海甜瓜品种

的全国影响力。

农业种质资源交易涉及所有权、

知识产权和担保物权等多个产权领

域，政策性和专业性强，准入门槛高、

产权属性复杂。自2021年上海农交

所首次推出农业种质资源交易的“上

海方案”以来，至今已累计为61项种

质资源交易提供了服务，交易标的金

额达3676万元，转让（许可）范围覆

盖了国内多个省区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

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

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上海农交所董事长张文斌表示，今年上

海农交所重组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本市深

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标

志本市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初步

建立，这为下一步更好地配置城乡资源要素，

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创造了条件。下一步，上海农交所将认

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市委五

次全会精神，继续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

更多交易品类“应进必进，能进则进”，更好地

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努力争当国

内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领域排头兵。

本报记者 屠瑜 见习记者 陈佳琳
实习生 张潇

上海在全国率先组建区级“新型工业化办公室”

市中心首个“工业上楼”项目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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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淮海中路的上钢十厂冷

轧带钢车间，经过保护性修缮，焕新归

来。7000平方米的大型开放式绿地，云

朵造型的空间和红砖钢顶的老厂房，融

入公园城市和谐共存。海外精品演出和

特色展览竞相入驻，这里将打造成为全

新的艺术商业地标。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老厂房融入公园城市淬炼重生

近日，一款主打“纯手工”的网红零食

“蜡瓶糖”在互联网上火了。然而，人民日报

等多家权威机构发布提醒：不要买、不要吃

蜡瓶糖，因为很多属于“三无”产品，原料不

可靠，部分产品经检测发现含有多环芳烃这

一致癌风险物。

不仅是网红零食“蜡瓶糖”，在网上还

可以发现不少打上“手工”标签的食物，像

“手工”牛肉干、“手工”酿造梅子酒……越

来越多的人被这些“手工”食物所吸引，不

仅是因为这些食品能够通过味蕾唤起儿

时的回忆，而且容易让人相信其是纯天

然、无添加、传统工艺。但事实真的是这

样吗？

打上“手工”标签的食物，并不意味着安

全，可能存在更大的风险。许多网上销售的

所谓“手工”食品，经营者并未在相关部门注

册，其生产环境、原料来源、制作工艺等均未

经过严格监管，导致食品在加工、储存、运输

等环节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如微生物污染、

添加剂滥用等。

一些“手工”食品宣称“无添加”或“零添

加”，但实际上可能使用了非法添加剂或超

量使用合法添加剂，让口感更好，以掩盖食

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或延长保质期。即使是

真的没有使用添加剂，并不一定是好事，细

菌、霉菌以及其他微生物的滋生可能难以控

制，同样会导致食品出现安全问题。

对于消费者来说，选择线上“手工”食

品，不仅要考虑个人口味、营养需求、情感需

求等因素，更要注意食品安全，不要购买没

有生产地址、生产许可证、生产日期等没有

基本安全保障的食品。对发布“手工”食品

的平台来说，应当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审查

登记、食品安全自查等制度，对“手工”食品

的安全切实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