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转化运用、赋能特色产业、服务开发开放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李杰 韩启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

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 2024 年

10 月 30日 12时 51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

“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70后”

“80后”“90后”航天员齐聚“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5次“太空会师”。

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其间，6名航天员

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5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

图为：2024年10月30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九号

航天员乘组和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全家福”。新华社记者 李杰 摄

神舟十九号3名航天员
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广 交 各 界 朋 友 反 映 各 界 心 声

各界导报社出版 今日 版 新闻热线（传真）：（029）63903673

陕西省政协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1-0016 邮发代号51-38

2024年10月31日 星期四 总第5792期
4

前三季度全国自贸试验区
进出口增长11.99%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 邹多为 胡旭）海关

总署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自贸试验区进出口

总值达 6.09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9%，高出我国外贸整体增速

约 6.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4万亿元，进口3.35万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6.10%和8.83%。

为充分发挥各类区域制度优势，近年来，海关总署积极推动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统筹发展，加大力度推进自贸

试验区与综合保税区创新联动，激发自贸活力。目前我国22个

自贸试验区内共有7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现了自贸试验区

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全覆盖。

各自贸试验区海关也因地制宜开展海关监管制度创新

工作。厦门海关创新航空维修系列海关监管模式，支持福建

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建成“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2024年前三

季度，厦门海关共监管进境维修飞机 152架次，保税维修货值

1215.14 亿元，维修飞机数量和货值稳居全国第一，业务覆盖

亚美欧24个国家和地区。

杭州海关深化“一船多供”“跨关区直供”等监管制度集成创新，

启动全国首个保税燃料油跨关区直供无纸化试点，助力舟山港

跻身全球第四大加油港，2024年前三季度保税供油506.1万吨。

——西部地区知识产权工作观察

杜克普：改革洗礼“换羽新生”
□ 实习记者 马尤翼 记者 满淑涵

提及咸阳的纺织业，总给人一种时过

境迁的感觉。作为全国最早建成的重要

纺织基地之一，咸阳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

棉纺织基地，这里曾有 20%的人口的就业

与纺织服装产业息息相关。

在经历产业的转型阵痛后，如今的

咸阳纺织业可谓“旧貌换新颜”。2023年，

咸阳市纺织服装工业实现产值44.73亿元，

同比增长4.6%，这些数据背后涌动着咸阳

纺织“换羽新生”的改革浪潮。

爬坡过坎38年，专注西装生产，作为当地

服装企业“老大哥”之一的陕西咸阳杜克普

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克普”），就是

咸阳纺织业改革“大浪淘沙”后交出的一份

漂亮“成绩单”，率先拥抱数字化浪潮，成立

西北唯一的服装大数据中心，以往一套

高级定制西装从下单到成衣出厂最少需要

30天，而如今在杜克普，只需要7天。

杜克普是怎么做到的？记者在杜克普

的“前世今生”中寻找到了答案。

不破不立

杜克普的前身是陕西第一毛纺织厂的

一条服装生产线，1986年，国内首次引进了

三条西装生产线，其中一条来自德国的全套

杜克普缝纫设备就在陕西第一毛纺织厂，

轰动一时，公司便以“杜克普”注册命名品牌，

一个陕西本土的西装品牌就此呱呱坠地。

凭借国际顶尖设备和先进技术，杜克普

的生产迅速涵盖了高档西服、衬衣、西裤、

时装、羽绒服、户外服饰等多种产品，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杜克普西服”成为陕西省

名牌产品，荣获“中国著名品牌”等称号。

“记得在我小时候，大街小巷上看到的

西装，八成都是‘杜克普’，所以后来在这儿

工作可骄傲了。”聊起杜克普当年的风靡，

技术部工艺员郑秀云由衷感叹，她23岁从

服装专业毕业后，就应聘入职到心仪的“服

装大厂”杜克普工作，虽然当时只是个上西

装袖子的裁缝工，但也让她心里乐开了花。

在时代大潮冲击下，郑秀云的工作不

免泛起了“涟漪”。随着国企改革在1998年

全面推进，杜克普在这场历史激流中也经

历了“大洗牌”。2001年，改制后的杜克普

有了新的身份：与美国纽约纽佩克股份有

限公司合资，合约为期10年，成立了中美合

资陕西咸阳杜克普服装有限公司。

所有的变革，必将伴随着重塑新生的

阵痛。被迫走出国企“象牙塔”的杜克普，

对外承担起许多犹未可知的市场风险，对

内则需要严苛执行业绩考核标准，迎接市

场“暴风雨”的洗礼。

合资之路让杜克普得到了市场锤炼，

同时也让其承担着巨大的生产压力，主做

的国际代工业务标准高、利润低、产量大，

再加上海外客户的交货期紧，每次交货都

像是一场“大考”。

“那个时期的磨炼对整个公司的发展，

其实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杜克普纪委书记

孙岿感慨道，2005年他刚来杜克普工作时，

明显感受到公司的市场化步履加快，企业

管理和质量标准体系日渐“国际化”，所有

员工都在日就月将，杜克普就是在那时练

就了一身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能力，企业

的市场化经营、产品质量、技术能力都得到

质的飞跃。

低谷自救

2012年，合资到期后，杜克普再次踏上

转型之路，创立了“汉普顿高级定制”品牌

线。但雄心再大，仍抵不过风口更迭，当时

人们的穿着呈现多元化趋势，休闲舒适的

服装类型不胜枚举，虽然西装的做工考究，

但因价格不菲、受众面窄小和着装场景

受限，市场逐渐萎缩。

2016年起，杜克普不可避免地滑入低

谷，只有零星订单勉强维持生存。在生死

存亡的关键时刻，杜克普开始“自救”。首先

从外贸打开缺口，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

窗口，成立杜克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凭

借过往累积的技术和口碑，杜克普开始承

接国际一线品牌的服装代工业务，逐渐摆

脱困境。

以硬实力包揽了与 H&M、金企鹅、

BOSS、ZARA、皮尔卡丹等品牌的长期合作

后，杜克普年产量从 2015年的 2万件（套）

提升到2016年的20万件（套），2017年甚至

突破了60万件（套），职工人数也由原来的

200多人增加到600多人。

骄人数据令业内艳羡，但作为陕西本

土生长的服装企业，杜克普其实承担着犹

未可知的压力。

“你们这么好的企业却给别人做代工，

自己的品牌还要不要了？”孙岿说，当时外界

对企业的质疑声此起彼伏，毕竟走外贸

这条路不是长久之计，承接国际一线品牌

的客户又如何？还是为他人作嫁衣，可替代性

太强了。

今后如何走，历史的经验告诉杜克普，

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化是唯一的

出路，做大做强陕西本土品牌服装产业才

是根本。

2016 年 12 月，工信部、财政部联合

发布《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

要求工业领域大力加快发展智能制造。

这是个绝佳机会。就在这时，咸阳市委、

市政府向杜克普伸出橄榄枝，经联系协调，

最终咸阳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1亿元

入股杜克普，杜克普开始新的智能化探索。

智能起飞

经历了两年多的技术探索与产线改造，

2019年，杜克普服装公司智能工厂建成，

“一人一版、千人千衣”终成现实。300余道

复杂的制衣工序，在智能制造的生产线上

完成了柔性转换。

“消费者在家轻点屏幕，就可选择喜欢

的上百种面料和款式，一件自己设计的衣服

就呈现在眼前。”杜克普总经理助理李朋波

自豪地说，在前端，消费者通过杜克普的

互联网系统平台，在自选面料、参与款式设

计、远程3D量体试衣后便进入正式生产环

节。在后端，智能系统对客户的数据进行

自动分析，形成版型、用材数据，再传递到

裁床，2小时内就能实现自动剪裁。

“为什么我们能建立起西北唯一的服

装大数据中心，这就是历史沉淀的好处。”

孙岿说，30多年的历史沉浮，给杜克普留下

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顾客，积累了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套顾客的量体和版型数据，就

是杜克普最牢固的“护城河”，因为前期建

设的数据积累越精细，后期就能为不同体

型的客户匹配最为合适的版型。未来，这

个西北地区最大的服装私有云数据库还会

持续发挥作用，为杜克普的二期数字化建

设创新“保驾护航”。

告别了暴风骤雨式的变革，重生后的

杜克普终于找到自己的答案。2023 年，

杜克普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21%。但不断

攀高的杜克普从未停下脚步，继续在高附

加值的产品创新上发力。

杜克普公司研发的石墨烯智能温控棉服，

利用石墨烯这种二维碳纳米材料，配上电池

以后，能够在8小时内保持26℃的恒温，通

过手机APP连接智能控服的开关，棉服就

可以自由调节温度，最高温度可以调节到

50℃。眼下，公司已经开发出智能温控系

列产品：地质勘查作业服、电力作业服、新

型加热靴、加热手套等，深受市场青睐。

类似这些藏在衣服里的“小玄机”，

让杜克普拥有了 30多项发明专利及软件

著作权，杜克普先后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陕西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陕西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称号。

“面向养老保健领域，我们还会在服装

上增加检测人体呼吸频率、血压等保健

功能，继续加强原创的技术积累，助力陕西

服装品牌乘风突围，织出新的科技华章！”

谈及未来，孙岿满怀信心。

各界经济观察 责编：郭军 组版：王静 校对：段影柔

本报讯 （记者 张涵博）10月 28日至 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

顾秀莲在陕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省关工委名誉

主任马中平、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苏军、

省关工委主任郑小明陪同调研。

顾秀莲一行来到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实地

参观数字港数字展厅，听取西安交通大学西迁

历史、创新港建设发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情况介绍，

随后来到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医工交叉平台，

详细了解 3D 打印、人体康复智能装备等成果，

并与相关人员座谈交流。

顾 秀 莲 指 出 ，近 年 来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坚 持

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持续推动

校地企一体联动，在创新港积极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

新模式，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

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

西迁精神，在科技研发、产业合作、人才培养上持续

发力，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更好支撑服务国家科技

高水平自立自强。

顾秀莲强调，学校是关工委工作的主要方面。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充分发挥关工委和“五老”在教育、引导、

关爱、保护青少年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要发挥法学院作用，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要结合

地方工作实际，大力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培育形成

一批青少年喜闻乐见、符合时代特征、具有时代气息

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

在陕期间，顾秀莲还出席了第九期全国青少年

法治教育研修班开班式，并作了题为《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新征程上谱写关心下一代

事业的新篇章》的专题报告。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荣）10月30日，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复办 40周年暨创新发展座谈会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陕西省

委会主委范九伦，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院长李进权致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崔歆主持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复办40周年

工作汇报专题片《薪火相传，奋楫扬帆——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建设发展纪实》；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周玉峰宣读了《陕西

社会主义学院关于聘任陕西中华文化智库专家的决定》，颁发

陕西中华文化智库专家聘书。

近年来，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优化

教学布局，拓宽培训领域，在推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阐释和

学院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为全省统一战线事业发展

提供了人才支撑、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认真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

部署，始终坚持“社院姓社”办学方向，坚定遵循党的政治路线，

主动服务党的中心任务，严格遵守党的政治规矩，坚决守牢党的

意识形态主阵地。要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培养

主阵地作用，系统深入开展政治共识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能力

素质培养，更加有效提高人才培养水平。要肩负以研资政重要

职责，深化理论研究、服务中心大局，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加强

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立足陕西实际加强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要牢牢

把握办学治院工作方针，坚持政治建院，突出统战特色，夯实

办学基础，推进工作创新，努力开创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新局面，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社院力量。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复办40周年
暨创新发展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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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张思洁 宋晨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现

代装备制造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在

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近

年来，我国持续加强西部地区知识产权工

作，积极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国家知

识产权局 30日在西安举行 10月例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西部地区知识产权发展相关

情况。

知识产权是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要

素。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衡付广

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西部地区深入

开展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完成 24.6万

件存量发明专利盘点，遴选 17.2万件进入

可转化专利资源库，服务新能源、装备制

造、低空经济等产业创新发展，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局长何大伟表示，

重庆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与产业深度融合，

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导航和

分析评议，为产业强链补链、引智发展提

供支持。

作为科教大省，陕西具备做好专利转

化运用的良好基础和环境。据陕西省知

识产权局局长沈黎萍介绍，陕西持续畅通

转化路径，组织陕西省内34家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网点向省内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强推送专利信息，跟

进提供个体化技术对接服务。“截至今年9
月底，陕西已转让许可专利 7782次，同比

增长 34.8%；受让许可专利 1.2万次，同比

增长 52.5%。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混合收

益’改革、‘职务赋权’改革成效明显。”沈

黎萍说。

衡付广表示，为支持地理标志产业发

展，推进乡村振兴，西部地区已建设 42个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实施15个

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地理标志直接年

产值达4298.4亿元。

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

地理标志数量多。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副

局长赵辉表示，当地发展以地理标志为主

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推进“地理标志+”

发展模式，促进地理标志与互联网、电子

商务、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等产业融合。

“我们挖掘区域特色资源，帮助指导

策勒红枣、霍城薰衣草、沙雅小刀等产品

申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知识产权局局长多里坤·阿吾提说，

目前新疆共有地理标志产品40个，注册地

理标志商标126件，涉及粮油、棉花和纺织

服装、绿色有机果蔬、优质畜牧产品等四

大产业。

当前，西部地区正在深化知识产权国

际合作，服务开发开放。广西壮族自治区

知识产权局一级巡视员李昌华表示，广西

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多项知识产

权国际合作活动，助力中国与东盟在知识

产权能力建设、保护和运用等方面达成多

项共识和成果。

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郫县豆瓣、

库尔勒香梨、保山小粒咖啡等 36 个西部

地区地理标志产品进入第一批中欧地理

标志产品互认互保名录，促进中欧经贸

往来。

“以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为例，我们高

标准建设示范区，高水平保护地理标志，

高质量提升品牌效应，目前全产业链综合

产值达到 401.6亿元，产品已远销 40多个

国家和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

局局长马如林表示，下一步宁夏将更好发

挥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作用，让更

多特色优质产品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新华社西安10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