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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三大指数延续调整，科创50
跌超1%。板块方面，旅游酒店板块延
续强势，凯撒旅业（维权）、南京商旅、
大连圣亚涨停；固态电池板块午后掀
涨停潮，殷图网联、灵鸽科技双双
30cm涨停，领湃科技（维权）、盟固利
20cm涨停；服装纺织概念上涨，日播
时尚、三夫户外（维权）、真爱美家等涨
停；AI设备概念股集体调整，天音控股
跌停封板；军工装备板块走弱，迈信林
跌幅居前；可控核聚变板块陷入回调，
久盛电气跌超10%。总体来看，个股
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700只。

截至收盘，沪指报 3263.76 点，跌
0.10% ；深 成 指 报 10420.52 点 ，跌
0.17%；创指报2175.18点，跌0.02%。

盘面上，固态电池、赛马概念、低

辐射玻璃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机场
航运、华为手机板块跌幅居前。

星石投资指出，目前处于宏观流
动性相对宽松、经济基本面修复存在
时滞的宏观环境中，由于尚未形成阶
段性主线，情绪变化和资金交易行为
可能是近期股市走势的重要影响因
素，短期市场可能以指数震荡、板块轮
动为主。不过，从10月经济数据和11
月高频数据来看，国内经济正在逐步
企稳，预计后续1-2个季度我们能看
到经济的连续好转，基本面表现将进
一步带动股市表现，叠加当前股市整体
处于合理点位，虽然部分高价股市盈
率估值略高，但大部分行业处于合理
偏低的估值水平，从稍长的角度看，股
市震荡企稳是较为确定的事。（新财）

三大指数延续调整

固态电池板块逆势爆发

新华社香港11月25日电 香港恒
生指数25日跌 78.98 点，跌幅0.41%，
收 报 19150.99 点 。 全 日 主 板 成 交
1832.58亿港元。

国企指数跌24.85点，收报6862.2
点，跌幅 0.36%。恒生科技指数跌
10.89点，收报4235.31点，跌幅0.26%。

蓝筹股方面，腾讯控股跌1.35%，
收报395.2港元；香港交易所跌0.49%，
收报284.4港元；中国移动涨0.64%，收
报70.9港元；汇丰控股跌0.21%，收报
71.1港元。

香港本地股方面，长实集团跌

0.48%，收报31.35港元；新鸿基地产跌
0.72%，收报 75.75 港元；恒基地产跌
0.2%，收报24.4港元。

中资金融股方面，中国银行涨
0.28%，收报 3.63 港元；建设银行跌
0.51%，收报5.84港元；工商银行无升
跌，收报4.58港元；中国平安跌0.89%，
收报44.3港元；中国人寿跌1.11%，收
报14.3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涨0.97%，收报4.16港元；中国石
油股份跌0.18%，收报5.54港元；中国
海洋石油涨1.52%，收报17.32港元。

港股25日跌0.41%

收报19150.99点

新华社东京11月25日电 日本东
京股市两大股指25日上涨。日经225
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上涨1.30%，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上涨
0.71%。

受前一交易日美股上涨行情提
振，25日东京股市高开，日经股指一度
冲高至39000点。随后伴随投资者获
利了结、逢高抛售操作，股指涨幅收

窄。下午交易时段，又一波冲高回落
行情过后，股指收于日内低位。

至收盘时，日经股指上涨 496.29
点，收于 38780.14 点；东证股指上涨
19.07点，收于2715.60点。

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
个行业板块中，服务业、保险业、医药
品等21个板块上涨，钢铁、有色金属、
水产和农林业等12个板块下跌。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收涨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
25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自科技
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设立以来，多
部门加强协同配合，科技创新和技术
改造贷款签约和投放规模不断扩
大。截至11月15日，银行已与企业
和项目签订贷款合同近4000亿元。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
部、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召

开会议，加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
改造贷款政策落实。

会议介绍，各地方、各部门、各
金融机构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
措施，加快实现清单内企业和项目
融资对接“全覆盖”，贷款签约和投
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11月15日，
银行累计与1737个企业和项目签订
贷款合同近4000亿元，有力支持了
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首贷和
重点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

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科
技部等部门设立 5000 亿元科技创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金融机构根
据企业申请，参考行业主管部门提
供的备选企业名单和项目清单，自
主决策是否发放贷款。对于在备选
企业名单或项目清单内符合要求的
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
的60%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

根据会议要求，各银行机构将
用好用足政策资源，对清单内企业

和项目做到“应签尽签、能投尽投”，
提升审贷放贷效率，开辟贷款审查
审批“绿色通道”，开发与初创期科
技型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技改融资需
求更加匹配的贷款产品，拓宽抵质
押物范围，加快贷款签约投放进度。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与有关
部门紧密协作，将政策更多向民营
和中小企业倾斜，分类施策提升银
企对接效率，为金融服务营造良好
环境。

近4000亿元！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加速落地

腌制后的肉片放入锅中煸香，
烹入湖南豆豉，加入新鲜的螺丝椒
快炒……一道饱含湖南味道的辣椒
炒肉出锅了。夹起一片，肉片散发
出诱人的鲜香，令人食欲大开。

这道湘菜的优选主料来自我国
传统猪肉品种——宁乡花猪。走进
湖南省宁乡市花猪产业文化园，记
者看到，几头花猪崽挤在一起取暖，
憨态可掬，受到参观者的喜爱。

湖南省流沙河花猪生态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述初告诉记
者，宁乡花猪肉质细嫩、鲜美，富含
不饱和脂肪酸，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历史上，宁乡人几乎家家户户
都养猪。

上世纪末，成本低、生长快的瘦
肉型洋猪在我国推广普及，宁乡花
猪因为吃得多、长得慢渐渐受到养
殖户“冷落”，一度面临绝种风险。
作为宁乡本地人，李述初坚信宁乡
花猪的价值。为寻找纯正的宁乡花
猪，他多方寻访，找到 7头种公猪、
50头种母猪，保住了这一珍贵的物
种基因。

“种子”留下来了，如何扬长补
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活下去乃
至“开花结果”，仍需要科技助力。

“通过找到高瘦肉率基因的宁
乡花猪，进行选育和提纯复壮，我们
团队显著提高了宁乡花猪的瘦肉率
和生长效率。”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
龙告诉记者。印遇龙的团队是湖南
省流沙河花猪生态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利用公司提供
的实验猪和场地进行科研攻关，这

家公司则将院士团队科研成果转化
为产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发
生改变，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得
营养健康”。因此，瘦肉率高、繁殖
快的猪更受市场欢迎。

在保留原始优质风味的基础
上，提升了瘦肉率的宁乡花猪越来
越受到市场的认可。湖南省流沙河
花猪生态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乘势而
上，不断扩大规模，拉长产业链条，

研发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摆上“北上
广深”大型商超的货柜，成为消费
者餐桌上的美味，带动养殖户增收
致富。

公司统一提供猪苗，养大后还
按约定的价格统一回收，养殖户收
入得到保障。“去年每头猪可以赚
400多元。”宁乡市沙田乡石梅村养
猪大户何艳军告诉记者，“现在猪舍
又有1000多头花猪等待出栏，养殖
花猪有赚头，我打算明年继续扩大
规模。”

曾经风雨飘摇的地方猪“种子”
正茁壮成长……据统计，2023年，宁
乡市花猪出栏49.35万头，全产业链
综合产值超47亿元。

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加强地
方猪种质资源保护是保障种业安全
的重要举措。生猪养殖大省湖南正
开展系统性和前瞻性工作，构建完
善的地方猪种遗传资源库，确保地
方猪种的遗传多样性的同时，为未
来育种工作提供丰富遗传素材。

新华社长沙11月25日电

宁乡花猪逆袭记

初冬时节，重庆市黔江区石会
镇中元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里，50
亩羊肚菌刚刚播种完毕，菌农们正
在大棚里抓紧放置营养袋，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

“这些菌子12月下旬就能出菇，
最早一茬羊肚菌能赶在春节的餐桌
上出现。”聂明亮是种植基地的负责
人，他正带着菌农把营养袋整齐地
码放在羊肚菌播种床上。他告诉记
者，野生羊肚菌的出菇时间一般在
春分之后，而中元村的羊肚菌会提
前一个多月，在春节之前上市。

“我已种植羊肚菌 13 年，一年
两季种植的技术已经成熟，一年三
季种植技术也正在攻克中。”聂明
亮说，现在种下的50亩是明年的第
一季羊肚菌，称为年前菇，他还计

划种植 260 亩年后菇，预计明年采
菇62000公斤，销售收入能有1200
万元。

羊肚菌是一种珍贵的食药兼用
菌。黔江区农技中心特经站站长李
正文介绍说：“羊肚菌是黔江的一张
土特产名片，老百姓常常讲，小小羊
肚菌，撑起了大大的‘致富伞’。”

在黔江，羊肚菌不仅上市时
间更早，其种植成功率也更高。
从菌种下地、菌丝培育，到温湿度
管理，当地羊肚菌种植的每一个
环节都有着农业技术人员的科技
助力。

汪建林原是羊肚菌种植基地的
务工人员，去年在农业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掌握了种植技术。“刚开始种
的时候心里还有点打鼓，后来看到

大棚里的羊肚菌破了土，三五个扎
堆在一起，嫩嫩的，那真是看在眼
里，热在心头！”汪建林说，今年他家
利用闲置地种植2亩羊肚菌，实现增
收5万元，眼下正在实施3亩年后菇
的扩种计划。

“我也在本地专业合作社务工，
掌握了羊肚菌种植技术，正计划利
用自家闲置地，准备种植 2亩年后
菇。”中元村1组村民何洪绪说，在合
作社务工，每天工资80元，每年工作
6个月，加上加班补贴，每年务工收
入1.8 万元，如果羊肚菌丰收，收入
还会有很大的增加。

“早在2017年，我们就把以羊肚
菌为主的食用菌产业确定为黔江的
重点特色产业。”黔江区农业农村委
主任郭兴春说，经过多年的培育发

展，黔江全区羊肚菌种植规模从
2017 年不足 300 亩发展到 2023 年
的 7015 亩，2023 年实现产量 1500
吨、综合总产值 2.1 亿元、亩均产值
达3万元。

由于品质过硬，黔江的羊肚菌
不仅在武陵山区闯出了名堂，还走
向了海外市场。去年下半年，黔江
区首批800多包优质羊肚菌经由西
部陆海新通道运抵深圳口岸，转海
运发往加拿大，黔江羊肚菌实现了
首次出口。

黔江区委常委高苏秦说，下一
步，黔江区将依托黔江羊肚菌品牌，
把羊肚菌示范基地扩建至 10000
亩，建设“中国武陵山食用菌交易中
心”，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新华社重庆11月25日电

重庆黔江：羊肚菌撑开“致富伞”

新华社天津11月25日电 记者
25日从中国石化天津 LNG接收站
获悉，随着满载9万吨LNG的“特姆
勃克”号运输船完成接卸作业，天津
LNG 接收站今年累计外输天然气
50.6亿立方米，相当于2700万户家
庭一年的使用量，为华北地区天然
气供应提供有力保障。

随着今冬首场寒潮来临，天津
LNG 接收站全面开启冬季保供模
式，作为华北地区天然气调峰保供
的重要枢纽，该站已于寒潮来临前
完成所有关键设备的检查和维护，
并在LNG接卸和处理环节引入新技
术优化生产流程、提高操作效率，满
足高峰期用气需求。同时提前调整
气化设备运行参数，增加重点生产
区域巡检频次，严密监控关键参数，
确保稳定运行。

为保障供暖季天然气供应，11
月初，天津LNG接收站分别在两个
泊位完成接卸作业，以“三天两船”
模式共接卸LNG约16万吨，相当于
2亿立方米天然气，全力夯实保供资
源基础。

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今年
外输天然气超50亿立方米

新华社南京 11 月 25 日电 25 日
16时，按照江苏省水利厅调度指令，江
苏全面启动南水北调2024至 2025年
度调水，将向山东供水 11.25 亿立方
米，开启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第12
个年度的调水工作。

按照水利部下达的本年度水量调
度计划，江苏调水运行时段为2024年
11 月至 2025 年 5月。参与调度运行
的水利工程除泵站工程外，还需启用
该省沿线起调节控制作用的节制闸等
900余座，以及保障调水水质的徐州、
宿迁、淮安、扬州等境内410多公里长
的尾水导流工程。

为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
安全，保障国家跨流域调水战略目标
实现，江苏省水利厅兼顾省内外用水
需求，统筹制定向省外供水调度方
案。调水期间，水利、生态环境、交通

运输、农业农村、电力等部门及沿线
地方政府将全力做好水量调度、水质
监测保障、运输船舶管控、水产养殖
管理、电力供应保障、沿线用水管理
等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调水出省
任务。

水利部相关水量调度计划显示，
东线一期工程2024至 2025年度计划
向山东省调水11.25亿立方米，向江苏
省、安徽省分别净增供水5.27 亿立方
米、0.46亿立方米。

据介绍，东线一期工程自2013年
11 月 15 日通水以来，已顺利完成 11
个年度调水任务，累计向山东省供水
约71.4 亿立方米，有效改善了受水区
的供水条件，特别是缓解了山东半岛
和鲁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困境，为受
水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2024至2025年度调水工作启动

11月24日，在湖南宁乡经开区一家预制菜企业食品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在检测食品成分。 新华社发

11 月 23 日 ，
游客在江东银杏
村千年银杏王前
留影。

初 冬 时 节 ，
云南省腾冲市固
东镇江东银杏村
的古银杏树进入
最佳观赏期，吸
引各地游客前来
观光。

新华社发

云南腾冲：江东银杏村旅游迎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