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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腾江）记者 7月 18日
从翠亨新区获悉，由中铁十二局华南公司
承建的中山客运港综合片区项目、莎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装配式卫生间产品生产
业务用房建设项目、中山天昊药业研发和
生产基地项目三大在建项目齐头并进，预
计竣工时间分别是明年4月、6月和10月。

“莎丽科技是公司承建的首个‘工改’
项目，也是翠亨新区‘工改’项目的重要代
表。”中铁十二局华南公司党工委副书记
冯毅透露，公司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资质，主要业务涉及房屋建筑、市政
道路、铁路站房和地铁车站等领域。“作为
中山的属地企业，我们将积极参与‘工改’
项目建设。”

莎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装配式卫生
间产品生产业务用房建设项目建筑面积
约8万平方米，包括员工公寓楼、总部综合
办公楼、研发中心、工业厂房等在内的主
体建筑共4栋。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淋浴
房和装配式卫生间于一体，涵盖产品研
发、新材料新工艺运用、智能制造、产城创

意、物联网融合、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的“金
莎丽卫浴工业园”。

此外，由该公司承建的中山天昊药业研
发和生产基地项目占地总面积约50亩，总建
筑面积达7.7万平方米，预计建成后年产值
可达6亿元。

记者获悉，中铁十二局华南公司还参
与建设中山客运港市政道路、香海路延长
段两个市政道路项目。其中，中山客运港
市政道路已进场施工。“项目建成后，新区
的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等‘主动脉’和‘毛
细血管’都将实现连通，进一步提高道路
通达能力，满足企业和居民出行需求。”冯
毅说。

中山客运港市政工程项目位于翠亨
新区起步区马鞍岛东南部，包含 15条道
路，分别为 1条城市次干路、14条城市支
路，道路总长约 8.966 千米（不含桥梁工
程）。该项目完工后，将为当地生物医疗科
技创新项目、精密制造产业项目全面投
产，承接大湾区科技、人才外溢发挥重要
作用。

建设中的中山天昊药业研发和生产基地项目。 受访者供图

翠亨新区三大在建项目齐头并进
预计明年全部竣工

“刚刚看到收银中心有数字人民币支
付二维码，就尝试了一下，没想到挺方便
的。”7月 18日上午，市民刘先生在博雅书
店成功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购书款。书店
财务人员表示，顾客扫码付费后，店内开
立的数字人民币钱包会立即显示收款记
录，实时到账，还免手续费。

据悉，自 2022年 12月中山启动数字
人民币试点工作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山
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中山中支”）指导
辖内试点银行机构瞄准中山市各大商圈、
连锁超市、旅游景点、医院、学校、政务中
心等高频场景，打造一批模式可复制、应
用效果好、宣传效应强的应用场景。今年

上半年，各试点银行共开立个人钱包44.53
万个，对公钱包 4.03万个，办理转账、消费
业务共计196.17万笔，金额3.99亿元，落地
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商户门店 8.24万
家，试点工作初显成效。

围绕市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中山中
支打造了“线上+线下”多维度数字人民
币支付场景，形成中山数字人民币消费生
态圈。通过与美团、京东、唯品会、永辉超
市、沃尔玛等平台合作，拓展数字人民币
线上支付渠道；在壹加壹、采蝶轩、帕纳
德、威尼斯餐厅等多家连锁店开通数字人
民币收款功能；在华发商都、天悦城、紫马
奔腾、星光联盟等 11个中山热门大型商

圈实现数字人民币支付全覆盖。今年上半
年，辖内数字人民币累计消费金额达 1.2
亿元，有效提振消费需求，激发市场活力，
助推中山市经济增长。

试点工作开启以来，中山中支充分利
用免手续费、支付即结算、安全性高的特
点，持续推进数字人民币在医疗教育、公
共服务、公益慈善等领域应用落地。推动
水费、燃气费、电费、物业费缴纳场景搭
建，并将数字人民币融入政务场景，与税
务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联动，
实现数字人民币在缴退税、公积金、住房
维修基金领域的突破；实现“智慧校园”

“智慧医院”场景建设落地，在板芙可可幼

儿园、德福幼儿园等教育机构，以及西区
医院、火炬开发区人民医院等11家医院开
通数字人民币缴费渠道，进一步满足市民
教育医疗支付方面的需求；指导试点银行
为中山市慈善总会、三乡红十字会等慈善
机构开立对公钱包，为公益资金捐款提供
新路径。

中山中支还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
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以金融服务精
准滴灌实体经济。如指导试点银行在个人
消费贷款和普惠贷款领域取得突破，落地
全省首笔数字人民币首贷户企业经营贷
款发放，提升客户的融资便利性。

本报记者 付陈陈 通讯员 杨刚

中山打造“线上+线下”多维度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

上半年开立数字人民币
个人钱包超44万个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 陈雪琴陈雪琴 实习生实习生 汤杰汤杰
伦伦））眼下正是早稻收割的时节。近段时间，
中山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简称“市农科
推广中心”）对水稻高产创建示范点展开
测产工作。截至 7月 17日，中山 6个镇街 7
个水稻高产创建示范点已完成测产工作。
据初步统计，最高单产为南朗街道湖润农
业水稻种植基地，干谷亩产达 665.50 公
斤，还有 2个示范点亩产超 600公斤。目前
所有示范点干谷亩产均超 400公斤，实现
早稻高产丰收。

7月 14日上午，沙溪镇汉基花园水稻
高产创建示范点，市农科推广中心工作人

员正进行早稻测产工作。只见稻田中一片
早稻金黄饱满、长势喜人。收割机穿梭于
金黄色的稻田里，割稻、脱粒、粉碎稻秆、
装车……不一会儿，收割机就“走出”了
测产需要的矩形。市农科推广中心工作
人员拿着测量尺开始测量计算面积，并
将收割机中的样品装入塑料袋中称湿谷
重量，再经过谷物水分测量仪器测得干
谷重量。经实测实收，该示范片早稻干谷
亩产 573公斤。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水稻单产，今年
全市准备创建 8家水稻高产示范基地，是
集“推广优良品种、应用新型机械和新技

术”于一体的示范基地，覆盖中山主要水
稻种植镇街。

市农科推广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已测产的示范点种植品种为19香、南晶香
占两种，应用技术为统防统治技术、水稻
机械化育秧技术、水稻一次性施肥技术、
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等，都是面向全市推广
的优良品种和新技术。

示范基地种植期间，市农科推广中心
“量身打造”实施方案，为基地提供应用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水稻控释肥、无人机追
肥等配套措施，还经常派“农技轻骑兵”现
场指导田间管理，解决基地在生产方面的

难题。沙溪种植大户梁辉权表示，虽然今
年早稻早期受连续降雨影响，但是干谷亩
产超过500公斤，高于去年。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才能筑牢丰收之
基。据悉，近3年来，市农科推广中心引进了
水稻新品种45个，集中示范推广了水稻一
次性施肥技术、水稻绿色防控技术等5项新
技术。其中，2021年到2022年累计推广高品
质丝苗米、新品种南晶香占、19香共计2.33
万亩，每亩实现增收100元左右。在2023年
早稻生产中，市农科推广中心推广的主导
品种南晶香占、19香覆盖全市19个水稻种
植镇街，主推品种到位率达100%。

中山水稻高产创建示范点喜迎丰收

干谷亩产高达665.50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