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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于2023年11月25日发布
《网上公开挂牌交易公告》(茂权网挂
字〔2023〕26号)网上公开挂牌交易茂
名技师学院食堂及附带超市租赁权
（标的编号:WGCQ2023-37）。现根
据委托方来函要求，对公告中“竞租
人需同时满足的条件”作出以下调整:

一、竞租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注册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企业法人，并依法取得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二、竞租人具备餐饮业经营资
格，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而且许可证主体
业态必须为：餐饮服务经营者；

三、竞租人需提供近三年来独
立经营学校食堂或企事业单位食堂
的合同原件、企业征信证明原件、企
业法定代表人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原件；

四、本项目不接受自然人和联合
体竞租；

五、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茂名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12月12日

网上公开挂牌交易补充公告 关于换发《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化州北岸支行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茂名监管分局批准,因变更机构名称

及地址,换发新《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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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
2023年12月7日

兹有原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
（以下简称“我行”）员工陈杰
伟、胡远冰2人已分别于2023
年 11 月 13 日、2023 年 12 月 1
日从我行离职，我行郑重声
明 ，上 述 人 员 自 离 职 之 日
起，其在外的一切活动皆属
于个人行为，我行不承担任何
责任。

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茂名市分行

2023年12月8日

声 明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
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
根据本地实际，率先在全区出
台加快推进现代设施农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现代农业产
业招商引资“十百千万”工程实
施方案，并配套出台一系列政
策措施，推动当地现代设施农
业高质量发展。近日，贵港市
组织实施了“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采风
活动，邀请各中央、省级媒体驻
桂记者及粤桂琼报业联盟记者
等走进该市，感受设施农业发
展成果和智慧农业的独特魅
力。今日推出本报记者的报
道，敬请关注。

小母鸡在“智能公寓”里快乐地
进食、下蛋、唱歌，青瓜、辣椒、番茄
在智能控制温度和肥、水的大棚里
恣意生长，几乎隐形的菌种在低温、
保湿的空调房里魔幻般变身为水灵
白嫩的真姬菇、鹿茸菇……在贵港，
一个个现代设施农业项目乘着科技
的翅膀，实现了智能化、无公害化生
产，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这一切，得
益于贵港市根据本地实际，率先在
广西出台加快推进现代设施农业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现代农业产业
招商引资“十百千万”工程实施方
案，配套出台土地权属登记管理、金
融支持、发展特色产业等 8个文件，
推动当地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
展。

“菌菇进厂房、鸡鸭住温
室”——工厂化种养模式的推广

四面环山，山清水秀。12 月 5
日上午，记者走进广西爱咯乐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贵港市覃塘区
百万富硒蛋鸡产业示范区。这是
一家集蛋鸡育雏、养殖、优质无公
害鸡蛋销售、有机肥无害化处理等
为一体的新型农牧企业；公司项目
完成后存栏蛋鸡将达到 350 万，年
产优质鸡蛋 4.2 万吨，年产有机肥
4.5 万吨，为健康循环农业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到时候，这里将成为广西最大
的禽蛋生产基地。”广西爱咯乐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秋告诉记
者。

在标准化蛋鸡饲养车间，不管
外面是酷暑还是寒冬，鸡舍里温度
总是控制在 20 多度。经过多重消
毒环节，记者走进饲养车间，立即淹
没在“咯哒咯哒”的鸡叫声中，数以
万计的母鸡们在该公司独创的H型

「3+3」布局的鸡舍里快乐地进食、
产蛋，而投料、饮水、清粪、温控、光
控等工作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
化。

从鸡苗的引进、育雏、蛋鸡育成
到产蛋、消毒、包装、鸡蛋销售，爱咯
乐公司形成了闭环式的生产销售管
理模式。公司通过实施生物安全防
控、疫苗防控、补给优良的饲料，保
障鸡群健康生长，同时寻求益生菌、
植物提取物、中药等替抗方案，更大
程度地提升鸡的营养品质。今年 6
月，爱咯乐公司标准化养殖项目通
过贵港海关考核，获出口禽蛋原料
养殖场备案，成为广西最大的标准
化出口禽蛋养殖企业。

目前该公司存栏蛋鸡 100 万
羽，年产优质富硒鲜蛋 1.4 万吨，产
品主要销往广西区内及广东、云南、
贵州等地。“早上产蛋，下午装车，第
二天早上就到达粤港澳大湾区市
场，保证鸡蛋的新鲜度。”张文秋自
豪地说。

此外，公司还带动了周边 30个
村集体经济共同发展和 500余户农
户就业，每年为社会提供就业收入
1000多万元。

近年来，贵港市大力发展空间
型设施农业，推行“菌菇进厂房、鸡
鸭住温室”工厂化种养模式，有效提
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今年前三季度
该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54.8亿元，
同比增长 5.2%，一产增加值 171.47
亿元，同比增长 5%，两项增速均排
名广西第二。

光温水气风，尽在掌控中
——高度自动化和标准化的智
慧农业

12 月 6 月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港北区的广西汇菇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据介绍，这是广西首个现代化、
智能化的食用菌工厂。今年 6 月，

总投资约 5.6 亿元的汇菇源项目正
式投产，产品以金针菇、鹿茸菇为
主，项目采用绿色高效的食用菌瓶
栽模式和液体菌种自动化接种等先
进技术，整个生产过程实现高度自
动化和标准化。

走进生产车间，记者见识了食
用菌工业化生产的神奇过程。自动
化装置将搅拌好的玉米芯、木屑、米
糠等农作物下脚料装入食用菌栽培
瓶中，经过机械化灭菌、冷却、接种
等工序后被送进了培育室，由智能
化调控设备控制光、温、水、气、风，
为食用菌生长创造最适宜的环境。

50 天后，智能出菇房里的食用
菌达到采收标准，一框框瓶栽食用
菌顺着传送带运输到分拣和包装车
间。不久之后，这些产品将销往广
东、贵州等地，并出口到东南亚市
场。目前公司日产鲜菇 50吨，不久
之后将实现日产100吨。

该项目也为当地农村群众提供
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汇菇源公司落
地贵港后，采取“企业+村集体+农

户”的模式，在周边乡村收购原材
料，设立“子母”项目等，带动港北区
35个脱贫村、近700户脱贫户增收。

据了解，目前，贵港市有设施食
用菌生产企业 5 家，明年全市食用
菌产量将达到 16.5 万吨。另外，新
签约的投资13.8亿元的珍稀食用菌
项目有望很快开工。这些项目投产
后，贵港食用菌年产量将超过 44万
吨，届时贵港将成为华南地区食用
菌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 一 地 双 业 ，一 田 双
收”——因地制宜发展稻虾综
合种养

冬日的辽阔田野上，水稻已经
收割完毕，稻茬留得有点长，都浸泡
在水里。这水里面就生长着冬季在
北方已经绝迹了的小龙虾。12月 6
日下午，记者来到桂平市北归硒田
稻鱼产业示范区，感受稻虾综合种
养新模式。

贵港市是优质天然富硒地区，
77.05％的土地基本达到富硒土壤

标准，先后获得了“中国生态富硒
港”“全国富硒农业示范基地”“富硒
功能农业国际合作推广示范基地”
等荣誉称号。近年来，为擦亮贵港
市“中国富硒小龙虾之乡”品牌，桂
平市因地制宜利用光伏板下田块、
旱改水田块、冬闲田养殖等养殖小
龙虾，大力推动稻虾综合种养产业
发展。

据桂平市农业局领导介绍，该
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区创建于 2018
年，规划面积 8440.26 亩，以水稻和
小龙虾为主导产业。广西桂平维军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示范区
的建设实施单位，以稻渔生态综合
种养为主，结合观光旅游项目，主推
平养模式，采取“稻—虾—稻—虾”
共作，目前已经实现了“两季稻、三
季虾”的生产模式。今年 1—11月，
基地共产出虾53900斤，产值300多
万元，其中虾苗 33900 斤、成品虾
20000斤，全年亩产值达4000元。

据统计，目前桂平市采取“稻虾
共养+冬季闲田”的方式，共建成稻

虾田 5.93 万亩，其中平养稻虾田
3.23万亩，光伏基地塘养等5000亩，
全市累计已投产稻虾田面积5.93万
亩，今年 1-11 月稻田小龙虾产量
0.9058万吨，实现营收 5.43亿元；预
计今年优质水稻年产 2.83 万吨，产
值 1.7 亿元，稻虾产业综合产值 8.2
亿元，稻虾综合种养产业正在拓宽
乡村振兴稳粮增收的新路径。

三天的行程中，记者还走访参
观了覃塘区农村产业融合富硒食品
示范园（昊德智慧农业示范基地项
目）、港南区年出栏 600万羽肉鸽项
目、一亩田港北区辣椒数字化示范
基地、桂平市金田镇骏盈农业技术
有限公司生态养牛二期项目、平南
县大洲镇肉牛养殖基地。这些企
业、项目充分展现了贵港市在扩量
提质、项目建设、模式优化、完善机
制上下足功夫，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的丰硕成果。目前贵港设施农业呈
现出特色鲜明、规模趋大、前景向好
的态势，已成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点。

菌菇进厂房，鸡鸭住温室，稻虾共生长

贵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促传统种养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尹兆平 通讯员 桂宣

设施农业高质高效，一亩田港北区辣椒数字化示范基地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家门前就业的机会。 欧连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