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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52281.6亿元，同比下降3.5%。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表
示，受多重因素影响，1至9月，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有所下降，但利润总额超
过 5 万亿元，特别是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
表的新动能行业利润较快增长，彰显工业

经济发展韧性。
“从价格看，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低

迷，9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降幅
继续扩大，对企业收入和盈利形成较大压
力；从收入看，1 至 9 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
业收入增长 2.1%，增速较 1 至 8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从成本看，企业成本增速快
于营收增速，导致企业毛利下降，对利润

增长支撑不足。”于卫宁说。
从整体看，利润有所下降，但在细分

领域，也不乏亮点。前9个月，在生产快速
增长带动下，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6.3%，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9.8 个百分
点，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1.1 个百分点，
为规上工业利润提供重要支撑。

“总体看，虽然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有

所下降，但工业新动能韧性显现，且随着
工业企业预期企稳、信心有所增强，工业
企业效益有望得到恢复。”于卫宁表示，下
阶段，要加快落实存量政策和近期出台的
一揽子增量政策，为工业企业健康发展提
供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助力工业企业利
润恢复向好。

据新华社

前前99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超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超55万亿元万亿元

时事速递

记者从黑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
解到，目前黑龙江省已全面启动秋粮收购。

根据黑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供
的数据，截至 10 月 25 日，黑龙江省入统企
业累计收购新粮 111.5 亿斤，同比增加 5.5
亿斤，其中稻谷收购 26.8 亿斤，玉米收购
77.4亿斤，大豆收购7.1亿斤。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
地，粮食总产量连续14年位居全国第一。

据新华社

黑龙江省全面启动秋粮收购

记者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今年前三
季度山西省煤层气总产量达到 102.7 亿立
方米，创历史新高，已接近去年全年产量，
约占全国同期煤层气产量的81.4%。

据介绍，截至目前山西已建成潘庄、郑
庄等 6 个 10 亿立方米级气田，形成沁水盆
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煤层气产业化
基地，确保了山西在全国煤层气开发领域
的引领地位。

据新华社

山西前三季度煤层气产量
超百亿立方米

10月28日，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高疃
镇肖家夼村果农在果园里采摘苹果。金秋
时节，多地农民利用晴好天气开展秋收、秋
种等工作，确保丰产丰收。

新华社发（孙文潭摄）

装载“贵州造”新能源客车的
出口专列停靠在贵阳国际陆港都
拉营站。

10 月 28 日，一列装载 28 台
“贵州造”新能源客车的出口专
列，从贵阳国际陆港都拉营站开
出，将经由云南磨憨口岸出境前
往老挝万象。这是中老铁路开通
以来，贵州首次开行到老挝的汽
车出口运输专列。

新华社发（龙建睿摄）

贵州开行首趟中老跨境
货物列车汽车专列

眼下正值黄连采收季。在重庆市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卧龙村黄连种植基
地，黄连种植户徐进平和村民们身背竹
篓、手拿铁剪，穿梭在绿树成荫的田间地
头，熟练地采挖着。“把枝叶和根须都剪
掉，就能看到黄连的‘真面目’了，这种根很
肥、肉很厚的就是好黄连，今年市场上能卖
到200元一斤哟！”徐进平捧着刚挖出的黄
连说。

黄连虽苦，却是常用名贵中药材，2021
年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药材。位于武
陵山区的石柱县，拥有适宜黄连生长的 70
多万亩高海拔山间林地。目前，全县共种
植黄连5.8万亩，年产量3000吨以上。

45 岁的徐进平，种了约 20 亩黄连，今
年预计采收面积近4亩。徐进平说：“我们
家祖祖辈辈都种黄连。这几年黄连价格不
断上涨，今年达到200元一斤，今年家里采
收的黄连能卖到20万元。”

在石柱县，像徐进平这样靠种植黄连

增收致富的农户还有不少。51 岁的苟应
松，8年前在冷水镇玉龙村租下300亩地规
模化种植黄连，带动周边村社的20多名村
民实现就近务工增收。2023 年全年，石柱
县黄连产业累计带动稳岗就业 645 户、
5404人，人均增收0.23万元。

然而，2000 年前后，石柱的黄连因为
重种轻管导致品质下降，一斤黄连的价格
一度降至不到 10 元。“石柱黄连是我们的
招牌，不能让这个招牌砸在我们手上啊！”
石柱县农业农村委中药材科黄连办负责人
聂广楼告诉记者，为保护生态资源，推动黄
连特色产业良性发展，近年来当地大力推
广应用“林连互利共生”等模式。

“所谓‘林连互利共生’就是栽连必栽
树，实现永续轮作。”聂广楼说，种植户在种
植黄连的同时也会种植各种树苗，树苗和
黄连一同生长。当地农业部门会定期安排
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支持，
帮助种植户监测土壤环境，增加土壤有机

质含量，杀灭土壤病虫害等。2023 年，石
柱县“林连互利共生”模式入选全国林业发
展改革典型案例。

为了发展好石柱黄连这个招牌农产
品，石柱县近年来还大力倡导“村企联建”，
探索“万企兴万村”乡村振兴新实践。

位于黄水镇的重庆旺隆黄连科技有限
公司是集黄连生产、加工、购销与出口为一
体的现代科技企业。今年该企业与有关机
构共同研究的“黄连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
与示范推广应用”成果获得重庆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助力延长黄连产业链。目前，石
柱已培育黄连加工企业12家，推出以黄连
为原料的中药饮片、黄连牙膏、抑菌液等
20余个产品。

“‘苦黄连’能带来‘甜日子’！”聂广楼
说，未来，石柱将加快推动黄连产业高质高
效供应，促进科技装备创新发展，建设具有
石柱特色的黄连上下游产业生态。

据新华社

重庆石柱：

“ 苦 黄 连 ”带 来“ 甜 日 子 ”

记者近日从深圳医学科学院了解
到，该院特聘研究员宿强联合西湖大学
科研团队，通过对过敏机制深入研究，
发现了免疫受体形态变化在过敏反应
中的关键作用，有望为过敏药物的研发
提供全新思路。

过敏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
数以亿计的人口，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包
括过敏性鼻炎、哮喘、特应性皮炎以及
食物、药物过敏等。为什么会过敏？在
此前的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过敏原
会引发人体内一种特定的抗体与一种
特定的免疫受体结合，此时肥大细胞和
嗜碱性粒细胞会被激活，释放包括组胺
在内的过敏介质，这就引起了血管扩
张、支气管收缩等过敏反应。

在此基础上，深圳医学科学院和西
湖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解析蛋白结构，
进一步揭示了过敏反应背后的机制。
科研人员发现，当抗体与免疫受体结合
时，免疫受体的形态会发生变化，正是
这种形态的变化导致了相关信号通路
的蛋白位点暴露出来，继而导致通路被
激活、引起过敏。

“这一发现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
把免疫受体的形态固定下来，不让其发
生变化，相关信号通路的蛋白位点就
不会暴露。哪怕过敏原引发了抗体
与免疫受体的结合，过敏的信号通路
也无法被激活，过敏反应就不会发生。”
宿强说。

据新华社

我国科研人员揭示过敏反应关键机制
记者 27 日从吉林省延边州和

龙市委宣传部获悉，近日，长白山
原始林中新发现大片以珍稀濒危
植物东北红豆杉为骨干树种的天
然群落且处于成长期，该种群有 6
株胸径达1米以上、树龄超过千年
的古树，十分罕见。

据了解，该种群位于长白山腹
地和龙境内，海拔约 700 至 1200
米。在数百公顷的范围内，分布着
老、中、青、幼各种树龄的东北红豆
杉植株，其中以胸径在 10—40 厘
米的中龄树为主，数量达数千株，
幼龄树和新生苗比例更大，说明
该种群尚处于成长期，具有自我
更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东北红豆杉是红豆杉属唯一
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珍稀濒
危植物，在地球上有着 250 万年的历史，
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中的大
熊猫”。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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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
科学院日前在深圳启动了合成细胞国际科
学计划。该计划聚焦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前
沿基础研究问题，汇聚全球跨学科的优势
力量，共同推动生命科学前沿研究和生物
技术创新合作。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致力于在合成细
胞领域开展国际合作。2023年10月，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国内科研机
构，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合成细胞
亚洲联盟，并于今年4月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奠定基础。

据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启动合成细胞
国际科学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