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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晟弘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彭光勇）一枚，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遗失声明

仓库出租
常州天宁区原九龙小商品市
场附近，竹林村委旁边有一楼
1000 平方仓库出租，可以分
割 出 租 ，价 格 面 议 。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18961132316

出租出售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 311 室

综
合
信
息

·常州简佳华丽家具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汪心诚遗失苏D714ED
太平洋保险公司商业险
保 单 1 份 ，流 水 号:
QJBB1900575207，声 明
作废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 311 室

综
合
信
息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受委托将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金坛区邮堂庙新苑1-31号房屋租

赁权；2.金坛区颐和世家1F房屋租赁权；3.金坛区北环
西路179-74、75号房屋租赁权。（具体详见拍卖资料）

二、拍卖时间、地点：1号标的：2024年12月19日上
午9:00；2号-3号标的：2024年12月19日上午10:00，在
金坛区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与标的展示，有意者可与本公
司联系，或自行前往察看标的。

三、注意事项：竞买人于2024年12月18日下午4点
前按拍卖须知的要求，办理完毕竞拍登记手续和提交有
效证件资料，并交纳拍卖保证金,否则不具备拍卖资格。

联系电话：82365099
常州金坛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1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永红街道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一区块
外立面整治工程（电子新村、会馆浜新村、
会馆浜公寓、体育花苑1-22幢、电子散居
楼）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
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
示(公示期:2024年12月11日至2025年1月
10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城乡建设工程
管理中心反映,联系电话:0519-88029267。

特此公告。
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1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常州老城厢复兴发展项目—南大街街道片
区道路景观提升工程施工总承包一标段项
目已交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
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
示期：2024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城乡建设工程
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
映，联系电话：0519—88029267。

特此公告。
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1日

本报讯（杨成武 郏燕波） 9
日，据工信部官网公示的车辆新
产品清单，小米汽车第二款车型
YU7曝光。当晚，小米集团创始
人雷军在个人社交账号证实了
这一消息。根据公示，新车将采
用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三元锂离子电池。

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是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6年落

户溧阳，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推广。去年12月，江苏
时代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

小米汽车首款车型SU7在今
年3月28日上市以来，始终维持
着高市场热度。小米汽车11月
下旬宣布，今年SU7交付量已超
过原定的10万辆年度目标。该
车从核心零部件动力电池、传感
器、连接器到气弹簧、汽车电线、

灯具、饰件，以及生产线零部件加
工设备等均有常州企业身影。

目前，常州已构筑起包括整
车制造、动力电池、电机、充电桩
等完整的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核
心零部件产业链，集聚了3400
多家相关制造企业，产业密度居
全国首位，形成了溧阳市动力电
池、新北区新能源汽车电气设
备、金坛区能源电子3个国家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小米YU7电池来自常州

本报讯（郏燕波 杨成武
韩一宁）近日，备受瞩目的中
国农业品牌目录2024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名单揭晓，我市
两大特色农产品——溧阳青虾
和长荡湖大闸蟹榜上有名，成
为此次评选中的亮点。

溧阳青虾作为常州市的特
色水产品，自上世纪90年代初
开始养殖以来，便以其鲜美的
口感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市场
的广泛认可。数十年来，溧阳
青虾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始终
坚持绿色、环保的养殖理念。

通过科学的养殖管理和技术创
新，溧阳青虾实现了生态与经
济的双赢，将产品推向了全国
乃至全球市场。

大闸蟹产业是金坛特色
产业，为金坛赢得了“中国河
蟹科技创新示范县（市）”“国
家级中华绒螯蟹标准化健康
养殖示范区”等荣誉。长荡湖
大闸蟹多次蝉联“中国十大名
蟹”称号，畅销省内外。目前，
长荡湖大闸蟹养殖面积达
13.5万亩，年产量1.4万多吨，
产值约16亿元。

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溧阳青虾、长荡湖大闸蟹上榜

■本报记者 宋婧

走进郑陆镇亚源生态大
闸蟹养殖基地，60亩水面波
光粼粼。一排排规划整齐的
网箱里，是一只只鲜活肥美、
个大饱满的大闸蟹。“今年夏
秋季连续高温、两次超大台风
给蟹农带来巨大损失，而我们
基地未受到影响。”亚源生化
科技公司董事长宓水潮说，周
边几十家养殖户跟着尝到了
科学养殖的甜头。

亚源生态大闸蟹的秘诀在
饲料和养殖技术上。2019年，
农业农村部发布了饲料“禁抗”
相关规定，许多养殖户面临转
型与调整。“‘去冰鲜养殖’是一
个科学的应对之策。”宓水潮
说，当前，大闸蟹“去冰鲜养殖”
在国内是个难点。亚源生化联
合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
院华雪铭博士科研团队，连续
四年在常州、上海两地进行“去
冰鲜养殖”试验，均获得成功。

公司研究发现，从玉米酶
解中获得“小肽”，再提取谷氨
酰胺制成植物小分子蛋白质
产品，用于大闸蟹饲料以及水
体营养补充料中，可以彻底替

代冰鲜养殖，符合国家环保要
求，又能有效促进大闸蟹的肝
胰腺发育、提高抗应激能力，
提升了螃蟹的存活率。在新
技术的支撑下，公司每年参与
100万吨配合饲料生产，为10
万养殖户提供养殖安全保障，
成为广东粤海饲料集团等一
批上市企业的原料供应商。

亚源生化创办于 2006
年，倡导的营养施救理念在实
践中获得突破，青年鸡饲喂小
肽产品后死淘率下降90%以
上；鱼塘疾病暴发时，采用含
谷氨酰胺的小肽产品全塘营
养施救，疾病暴发会被明显压
制，成功率高达95%。

当前，公司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饲料研究所新饲料创新
团队合作，进行蛋鸡试验。结
果显示，采用小肽产品饲喂蛋
鸡，产出鸡蛋的哈氏单位（蛋
清厚度）高达84，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截至目前，公司设
立专项课题10余个，发表产
品相关论文20余篇。

宓水潮表示，公司将继续
以常规基础原料为底物，不断
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生产出
更多安全、高效的功能性产品，
守护好百姓“舌尖上的幸福”。

亚源生化

闯出养殖业科技创新路

■本报记者 周静
夏晨希 图文报道

茶叶的品质，与气候、土壤
等息息相关。在金坛茅山脚下
的茅麓镇，有一片片郁郁葱葱的
茶园，每到春季，这里的茶田就
飘出阵阵嫩芽的清香，优越的地
理环境给茅麓茶的品质提供了
保障，也孕育出蜚声国内外的金
坛雀舌、茅山青峰等著名绿茶。

茅麓好茶，香飘世界

提起金坛，不少人都知道这
里是金坛雀舌、茅山青峰等著名
绿茶的产地。事实上，依山傍水
的茅麓绿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金坛茅麓茶厂的茶叶，早已香飘
四海，成为知名的“老字号”。

1965年，茅麓乡成立了多个
林茶生产队。随着茅麓乡茶产业
的发展，1976年茅麓乡整合林茶
生产队的人员、土地和设备，成立

“金坛县毛六公社茶厂”，金坛茶
产业自此起步，茅麓乡找到了一
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1980 年，茶产业进一步放
开，之前在茶厂负责炒茶技术的
王金喜转做销售，奔波于全国各
地，让国人都知道金坛盛产好
茶。那时，金坛县茅麓乡茶厂一
年营业额超过500万元，茶厂固
定职工140—150人，乡里很多
人在茶厂工作。接下来的十年
里，茅麓茶厂不仅销售茶叶，也

为全国各大知名茶厂提供配料，
绿茶等级从特级到六级不等，著
名的苏州花茶、香港红碎茶都选
用茅麓茶厂的茶叶做茶坯，不少
茶厂还将金坛茶叶加工出口到
日本、摩洛哥等地。

传承中转化，创新中发展

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茅麓
茶厂这家乡镇企业迎风而上，改
制成民营企业后，王金喜作为企
业负责人思考发展方向。在大宗
茶叶销售业绩可喜时，王金喜认
定，高端市场是未来发展方向。

“我从一个林茶农民到茅麓
茶厂学技术，后来入了党，又被
选为人大代表，有责任把茶厂做
好做强。”1994年企业改制时，正
值国家全面放开茶产业，茶厂生
意低迷，不少人不看好企业。王
金喜的妻子听说改制需要70多
万元，想到家里有三个孩子，说
什么也不同意。可王金喜对茶
厂感情很深，不顾家人反对四处
筹钱，终于将茶厂接了下来。

作为从业四十多年的老茶
人，王金喜深知：要获得市场的
认可，关键在于产品品质与创
新。在他的带领下，茅麓茶厂秉
承做标准、做体系、做品牌的理
念，在茶树的种植与培育、制茶
工艺的标准化、设备的智能化升
级、产品的品牌塑造等维度全面
布局、全力提升。他潜心研究，
将茅麓茶叶向茗茶之路转型。
凭借茅麓茶叶的高品质，金坛创

立“青峰”“雀舌”两个茗茶品牌。
王金喜夫妇一心扑在茶厂，

三个孩子天天在茶田、茶厂嬉
戏，年复一年的耳濡目染，让孩
子们对茶叶、茶厂有了深厚的感
情。儿子王哲明1999年学校毕
业后回家接班，开启了茅麓茶厂
的新征程。

助力乡村振兴，带动
茶农致富

俗话说，靠山吃山。金坛茅
山脚下的茅麓镇，拥有浓厚的茶
文化底蕴，不少当地人以采茶制
茶为生。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
传统茶农单打独斗式的产销模
式面临诸多挑战。扎根于此的
茅麓茶厂，主动发挥本地企业的
平台优势与渠道优势，帮助当地
及周边茶农走上致富路。

在生产端，茅麓茶厂将种
茶、采茶、制茶的标准传授给茶
农们，细致到肥料的选择与施
放、茶叶的初加工流程等，帮助
他们加工出优质初茶。每年的
采茶期，都是王哲明最忙碌的时
候。他说，采茶时不能用指甲
掐、捏，只能用指腹适度用力，手
上不能涂抹护肤品，这会导致茶
叶变色、串味；要保留完整的芽
柄，以保证冲泡时茶叶一根根竖
立在杯子的上部。

茅麓茶厂依托与生产基地和
茶农联动发展、利益共享的产业化
经营模式，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进
一步深加工。王哲明告诉记者，茅
麓茶厂目前拥有自有茶田280余
亩、合作茶田1400余亩，近年来凭
借可靠品质，积累了不少高端客
户，每年明前茶还未上市，就被预
订一空。“与茶厂合作的茶农最多
时达133家。为确保茶叶品质，我
们不断发展优质茶农，帮助他们创
新技术、提高质量。”

茅麓茶厂：扎根茅山的“老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