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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爱康实控人套现20亿离场被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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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爱康（002610.SZ）12日晚间公告，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邹承慧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邹
承慧立案。

截至6月12日收盘，ST爱康报收0.45元/股，连续16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股，已经锁定“面值退市”。

自5月6日起，戴上“ST”帽子之后的爱康科技连续跌
停，截至6月13日午间收盘已连续28个交易日跌停，股价
报0.43元/股，总市值仅剩19.26亿元。截至5月20日，该
公司最新公布的股东户数为27.68万。

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2006年的爱康科技以生产制造
太阳能边框起家，2011年作为国内首家光伏配件上市公司
登陆深交所主板。上市后，爱康科技经历过多次业务转型，
无论是电池组件、边框、支架，乃至涉足光伏电站，却始终都
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主业。巅峰时期，爱康科技的总市值
一度高达275亿元，是A股知名的新能源企业。

2021年开始，爱康科技陷入连续亏损，公司2021-
2023年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06亿元、-8.33亿元
和-8.26亿元，三年累计亏损约为20.65亿元。

今年4月 30日，ST爱康因最近三年净利润为负且
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内部控制为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ST爱康此前多次表示，目前公司不存
在被ST的风险。2023年12月、今年2月、今年4月，ST爱
康均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声称，目前公司不存在被ST的风
险。

6月4日，ST爱康及邹承慧等相关当事人，收到浙江证
监局的警示函。浙江证监局指出：“ST爱康此前未充分向
投资者披露生产经营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相关回复不准
确、不完整。”

被立案的ST爱康实际控制人邹承慧，2015年至2020
年曾连续6年入围胡润百富榜。据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
报道，回溯2011年ST爱康上市之初，邹承慧家族合计持有
公司43.63%的股份，2017年至2022年大股东不断减持，
合计减持达6.27亿股，套现20.54亿元。

除了资本困境，ST爱康还陷入产业困境。
6月 7日晚，ST爱康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赣州爱

康光电、浙江爱康光电、湖州爱康光电拟对公司高效太
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实施临时停工停产，停产时间自6
月 8日起，预计停产时间不超过 3个月，后续复产情况
将及时披露。

ST爱康坦言，作为公司主要的营业收入来源，随着主
要控股子公司的停产，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将较大下降。
不过，其也表示，从长期来看有利于避免后续进一步亏损，
促进生产经营良性发展。 据红星新闻

5月以来，多家上市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后，股价连续跌停，更
有多只股票自5月以来跌停尚未打开。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3 日，ST 阳光、*ST
美吉、ST 爱康、ST 长康、*ST 超华、ST 富通、
*ST中润均连续28个交易日跌停。在A股历
史上有过华泽退的连续 46 个跌停板，*ST 信
威的连续 43 个跌停，但同时出现 7 只股票均
连续28个交易日跌停，仍属罕见。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ST 板块指数累计
下跌 49.66%，6 月以来，ST 板块指数累计下
跌 9.57%。

在 5 月以来的 28 个交易日中，ST 阳光、
*ST 美吉、ST 爱康、ST 长康、*ST 超华、ST 富
通、*ST 中润这 7 只股票连续 28 个交易日跌
停，累计跌幅均超 75%。此外，ST 亿利、ST
新纶、*ST 易连、ST 联络、ST 百利、ST 东时
等多只股票 5 月以来跌停天数在 20 个交易
日以上。

连续跌停之下，监管措施也在持续进
行。6月12日晚间，ST爱康发布公告：ST爱康
及实控人邹承慧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遭
证监会立案调查。

近期，已有多只股票在股价连续跌停后
拉响了退市警报，中银绒业、ST阳光、*ST美
吉、ST爱康、ST富通、正源股份等多家公司因
股价连续跌破1元，已经锁定了“面值退市”。
其中中银绒业、正源股份为两家非ST公司。

据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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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只股票
连续28个跌停

“柚”见乡愁 退而不休决心变“柴”为财
陈开容，今年69岁，是土生土长的接龙镇人。接龙镇

地处五步河上游，依山傍水，气候温润，几乎家家户户都
种柚子，是重庆名柚“小观蜜柚”的原产地。2010年，陈开
容退休，重返故土，却见到了令其至今无法忘怀的画面：
曾经挂满金黄的柚子树，被乡亲们无情砍下。原来，因缺
少科学种植技术、缺乏现代市场信息、欠缺品牌打造意
识，接龙镇产出的柚子无人问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
工，成片柚子树无人打理，村民无奈将其砍下当柴烧。想
起儿时在柚子树下嬉戏的欢乐时光，陈开容心疼不已：这
片自己深爱的“绿水青山”，真的不能成为乡亲们靠山吃
山的财富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陈开容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
究所取得了联系，并自掏腰包邀请专家们来接龙镇实地
调研。不久后，陈开容得到专家反馈，接龙的土质、气候、
海拔等，都非常适合发展柚树产业。

听到这样的消息，陈开容才惊觉，乡亲们其实是在守
着聚宝盆过苦日子。于是，她下定决心要利用好这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保护好祖辈传下来的种柚技艺，打造接
龙蜜柚品牌，带领乡亲们创业致富。

重整旗鼓 门外汉化身“三科”新农人
“农业是个辛苦活，我又是个门外汉，周围人都不

看好我，可我不服气，就想弄出点名堂来看看。”2010

年，陈开容想要把乡亲们聚在一起，建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实行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但村民们已经
失去信心，不愿加入。陈开容只好挨家挨户上门做思
想工作，承诺兜底销售。最终，她的诚意打动了村民。
2011年12月，一家集种植、储藏、加工、销售、技术和咨
询服务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创立，陈开容为
其取名为：重庆市美亨柚子种植股份合作社。至此，接
龙镇的果农们被聚集在一起，重整旗鼓，大力发展柚业
种植。

“只有科学技术才能让农业发展，让农民富裕。”陈
开容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变成任一品种都能
侃侃而谈的“蜜柚专家”，陈开容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晒得黝黑的肤色就是最好的证明。“从门外汉到新农
人，秘诀有‘三科’：科研提质、科技育树、科学管人。”陈
开容总结道。

十年间，为提升市场竞争力，陈开容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柑桔研究所、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及一些
技术部门，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得到长期的科技支撑和
品牌品相品质的保证。每年还邀请农科专家、科技特派
员手把手指导种植技术，将现代农业最新的技术、管理方
法和运营模式运用到蜜柚生产、管理、销售的各个环节。

做响品牌 把接龙蜜柚从小镇带向国际
在陈开容的带领下，接龙蜜柚品质品相迅速提升，曾

经没人要的“小观柚”终于变成了巴南首家通过国家农业

部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接龙蜜柚”。同时，“接龙蜜
柚”品牌不断得到市场认可，先后获得国家绿色食品A级
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商标认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获得第15届中国国际农交会金奖，蝉联第16、17、18届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荣获重庆市著名商标、重庆市名
牌产品称号。

在陈开容的精心维护下，接龙蜜柚这一品牌很快打
响。不仅成为了重庆水果市场中的“明星柚”，还销售到
北京、四川、黑龙江、西安、贵州、湖北、湖南等省市，更是
走出国门远销新加坡。2016年4月，在亚洲食品新加坡
展会期间，接龙蜜柚首次走出国门，受到新加坡当地市民
追捧，卖出了每个200~300元的好价格，并现场与新加坡
双立国际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为了把产业做强做大，不
断延伸产业链，合作社研发出柚子酒、柚子果茶等10多种
深加工产品。目前，巴南接龙蜜柚种植已经由1个村发展
到5个村，柚林面积增至5000亩，从最初16户社员变成
辐射带动农户1500多户，每户平均每年增收5万元，成为
了助农增收和振兴乡村的特色产业。

在此次资源对接会上，陈开容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希望活动主办方能够在物流和品牌推广方面为果农
提供帮助。”陈开容表示，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更需要
吆喝，希望在此次活动中，通过媒体宣传、电商直播等方
式，让更多人看到重庆本地的优质水果。

新重庆-重庆晨报见习记者 陈红莉

69岁陈大姐退而不休
带领村民把接龙蜜柚卖到新加坡

初见陈开容，是在6月 13日的
“我在乡村有棵树——重庆100个最
美采摘园”电商助农活动资源对接会

上。年近七旬的陈开容，在一群年轻的果园
业主中尤为显眼。她身着黑色连衣裙，齐耳
短发自然披落，说话的时候嘴角总是微微上
扬，让人感觉礼貌又亲近。

陈开容曾说，“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退
休后总想折腾点什么。”哪知道，这一折腾就
是14年，将接龙蜜柚从巴南小镇折腾到了海
外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