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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共享冷库，新鲜黄花可以保存更

久 ，收 益 更 有 保 障 了 。”9 月 7 日 ，山 西 省 大

同 市 云 州 区 西 坪 镇 下 榆 涧 村 的 共 享 冷 库

前 ，47 岁 的 村 民 文 淑 华 送 来 了 今 年 最 后 一

茬黄花。

将冷藏服务嵌入黄花产业链条，是服务

保障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细节。大

同的黄花产业，起始于脱贫攻坚，助力脱贫

任 务 圆 满 完 成 。 如 今 ，黄 花 全 产 业 链 产 值

由 2020 年的 18.4 亿元增加到今年的超 40 亿

元 ，产 业 质 量 明 显 提 升 。 脱 贫 花 正 变 为 振

兴花。

规模化、绿色化助力生产

在云州区周士庄镇三十里铺村，金健祥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黄花长势喜

人。“今年，黄花的产量较去年增加了两成，每

斤价格也由 2.2 元涨到 3 元。”负责人刘扩建

说，“上半年，旱情一度严重，但没影响我们黄

花的质量和产量。我们总共种了 1150 亩黄

花，其中滴灌 500 亩，喷灌 650 亩，有效降低了

干旱对黄花生产的影响。”

作为大同黄花最大产区，云州区今年投

入 100 余套监测及溯源等相关系统和设备，使

万亩黄花基地实现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病

虫害预测预报、节肥增效等管理数字化，实现

了黄花产业的提质增效。

“目前，大同市黄花种植面积稳定在 26.5
万亩。”大同市副市长龚孟建介绍，像刘扩建

这样有一定种植规模的生产主体，在整个黄

花生产中占比八成。“可以说，大同黄花产业

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种植。”

在产业规模提升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

来。“虫害是黄花规模发展的直接威胁。”山

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作物研究所工作人员

李小玉介绍。

为此，大同市对黄花的病虫害展开摸底

调查。基于调查结果，部署了技术防控与“群

防联防”措施，相关科研部门也开发出病虫害

检测设备，集成出黄花病虫害绿色防控标准

化技术管护体系。同时通过增施有机肥、精

细化田间管理，推广使用生物农药，采用无人

机，安插黄蓝板、太阳能杀虫灯等“绿色”措

施，建设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基地，实现化

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一系列措施有效推动黄花产业的绿色发

展。目前，大同的 26.5 万亩黄花中，绿色食品

有效认证面积 9 万亩；云州区也成为国家黄花

种植和加工标准化示范区、全国绿色食品原

材料（黄花）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多元化、品牌化开拓市场

在农产品销售领域，市场主体营销能力

不 足 始 终 制 约 着 产 业 发 展 ，大 同 黄 花 也 是

如此。

一次，一家预制菜头部企业的负责人来

大同洽谈投资合作事宜，吃饭时发现，用鲜黄

花做的凉菜口味、口感很不错，于是决定在大

同建立生产基地，以鲜黄花为原料制作预制

菜品对外销售。这意味着，大同黄花进入市

场的形式由干黄花拓展到了新鲜黄花。

在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直营店里，记者

还看到黄花风味小菜、黄花味素、黄花鲜露、

黄花五谷代餐粉、黄花果蔬复合饮品等黄花

系列产品。公司负责人陶嘉城介绍：“目前，

我们已经在大同全市范围内开了 32 家黄花直

营店，各类黄花产品直营效果非常不错。”

近年来，大同市以黄花产业品牌建设为

重点，把“大同黄花”作为重点品牌进行打造，

成立了大同黄花协会和大同黄花产业联盟。

在线上，与京东、乐村淘、农芯乐等企业合作，

依托京东物流体系，推广线上下单、京东配送

到家的销售模式；在线下，在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太原等城市布局了多家黄花产品直

营店，双管齐下，强化市场营销，打造优质品

牌，将大同黄花产品快速推向全国市场。今

年 4 月，大同的冰鲜黄花、干黄花还首次出口

加拿大、日本等地。

2020 年以来，大同市围绕黄花产业发展，

依托多家龙头企业，研发黄花酱、面、茶、饼等

多种黄花产品；同时，借着近来兴起的“直播

带货”，在营销环节倾力打造“大同黄花”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并取得国家原产地保护标

志等 8 个国家级认证。

“开拓市场主要还是靠市场主体。”龚孟

建说，“我们通过专项政策扶持、龙头企业引

领、技术团队服务、区域品牌赋能，把各类企

业引导到黄花产业上来，丰富黄花产品，拉长

产业链条，进而做大黄花的市场规模。”

目前，大同的黄花产业引入和培育生产

加工经营主体 175 家，其中龙头企业 15 家，研

制开发出菜品、饮品、食品、功能产品、化妆品

五大系列 100 余种黄花产品，大大提高了黄花

产业的市场影响力。

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前段时间，一条“忘忧大道”出现在不少

大同人的朋友圈，名字的灵感就来源于黄花

的别名“忘忧草”。大道全长 14 公里，沿途有

黄花主题公园、黄花观景平台、眺望台、黄花

主题广场、黄花交易市场和驿站以及黄花栈

道等，是一条高标准的集休闲农业、旅游观光

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道路。到了黄花收获季，

这里满目是“金”，赏花观景、采摘拍照的游客

络绎不绝。

这条“忘忧大道”还串联着黄花主题文旅

小镇。在云州区驼坊村的黄花地旁，几顶白

色的帐篷错落分布，走近细看，户外露营装备

一应俱全。“户外露营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出游

方式，在这里可以回归田野、回归自然，7、8 月

份，15 顶帐篷每天都爆满。”小镇经理段亚萍

介绍，这只是占地 1500 亩黄花主题文旅小镇

的“冰山一角”。

“我们和市里的几个小区达成合作，业主

认领一块黄花地，可以自己管护，也可以请人

代管，每年可以收获最新鲜的黄花菜。”段亚

萍介绍，通过订单农业的方式，实现了黄花种

植的精细增值，目前已有 300 多个“小地块”被

“家庭农场主”认领。

研 学 教 育 也 是 小 镇 的 主 打 产 品 。 这 两

年，小镇每年接待团队 500 多个，中小学生研

学 4.5 万人次，散客游园 8 万多人次。段亚萍

说：“在小镇里，实现了‘游、创、育’的跨界联

手，一产、二产、三产的深度融合。

去年，大同黄花产业中，一、二、三产融合

的文旅产值 2 亿多元，占比 6.6%。“眼下产值

占比虽然不高，但成长性很好。”大同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只聚焦当下，也在关注长远。在山西

农业大学高寒区作物研究所的小南头科研基

地，黄花不再是单一的黄色，而是色彩多样、

争奇斗艳；黄花也不仅仅是一种食材，更是一

种观赏花卉，还兼具药用价值。

这些，将给大同的黄花产业带来更大的

发展空间、更多的发展选择，让黄花实实在在

变成振兴花、幸福花。

山西省大同市推动黄花全产业链发展

看脱贫花如何变为振兴花
本报记者 刘鑫焱 乔 栋

核心阅读

从助力脱贫攻坚，到
推动乡村振兴，黄花产业
已经成为山西省大同市的
一张产业名片。眼下，在
农户、市场主体和政府的
多重努力下，黄花产业链
正不断延伸，为农业高质
量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经济聚焦R

本报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

20 日 在 香 港 成 功 发 行 了 50 亿 元 6 个 月 期 人 民 币 央 行 票

据，中标利率为 2.20%。此次发行受到境外投资者广泛欢

迎，包括美、欧、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基金等机

构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踊跃参与认购，投标总量约

为 228 亿元，超过发行量的 4.5 倍，表明人民币资产对境外

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也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

的信心。

央行在港发行50亿元人民币票据

本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常钦）自然资源部 21日发

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地质

找矿不断取得突破，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截至 2021
年底，中国石油、天然气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分别达 36.89
亿吨、63392.67 亿立方米，油气地质勘查在鄂尔多斯、准噶

尔、塔里木、四川和渤海湾等多个盆地新层系、新类型、新区

勘探取得突破。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取得重大进展，2021
年全国新发现矿产地 95处，其中，大型 38处，中型 34处。

《报告》全面反映了 2021 年以来中国在地质矿产调查

评价、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矿山生态修复、绿色矿山建设等

方面的新进展，矿产资源政策法规方面的新变化，矿产资源

管理方面的新举措，科技创新方面的新动态，以及“一带一

路”国际地质矿产合作的新成果。

去年全国新发现矿产地95处

本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丁怡婷）国家能源局近日

发布的《2021 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

告》显示，2021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实际消纳量为 24446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29.4%，同比提高 0.6 个百

分点；全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11398 亿千瓦

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3.7%，同比增长 2.3 个百分点。

直流特高压线路输送可再生能源情况方面，2021 年，

17 条直流特高压线路年输送电量 4887 亿千瓦时，其中可再

生能源电量 2871 亿千瓦时，同比提高 18.3%，可再生能源电

量占全部直流特高压线路总输送电量的 58.7%。其中，国

家电网运营的 13 条直流特高压线路总输送电量 4048 亿千

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 50.2%；南方电网运营的 4 条直

流特高压线路输送电量 839 亿千瓦时，全部为可再生能源

电量。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10.6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3.8%，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44.8%。

2021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48 万亿千瓦时，占全

部发电量的 29.7%。

去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占全社会用电量近三成

本报兰州 9月 22日电 （记者王锦涛）记者从国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了解到，甘肃省新能源单日发电量 9 月 13 日再

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 3 亿千瓦时，达到 3.06 亿千瓦时。据

了解，截至今年 7 月底，全省新能源在建项目 2500 万千瓦，

并网装机 32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31.7%，新能源装机占全省

电力总装机的 49.6%，已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

甘肃新能源日发电量首破3亿千瓦时

本报北京 9月 22日电 （吴莉）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3 部门近日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

托管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范和加强公共机构

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工作。

《意见》明确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适用条件和优先对

象。强调因地制宜，指出纳入重点用能单位名录、能耗超过

基准值、能效未达到标准等情形的公共机构优先采用，不搞

“一刀切”，确保精准有效。

《意见》规范了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操作流程。在总结

提炼部分地方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规定了前期评估、组织采

购、合同签订、组织实施、项目调整、后期评估、资产管理和

费用结算，确保全流程、易操作。

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服务意见发布

本报太原 9月 22日电 （记者郑洋洋）记者从山西省委

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山西加快推动产业

转型，努力构筑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全省煤

炭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 75%，炼钢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

47%，焦化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 64.5%，传统优势产业生存

力发展力不断增强。

山西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75%

本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顾仲阳、常钦）22 日，农

业农村部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举办 2022 中国美丽乡村休

闲旅游行精品景点线路推介活动，发布了宁夏银川乡村休

闲生态之旅、浙江温州海上花园蓝色牧歌休闲游等 52 条精

品线路，以及凤龙湾小镇、黄河花堤等 198 个精品景点，为

城乡居民提供了体验乡村休闲、品味乡土美食、感受丰收喜

悦的攻略。

此次活动突出“体验乡村休闲，品味乡土美食”主题，旨

在促进乡村休闲旅游消费，推动休闲农业全面恢复发展。

同时，通过云游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探访稻渔空间等方式，

生动展现发展休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和给农民

生产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

农业农村部推介一批乡村游线路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一台微波炉，从接到海外客户的订单到

完成生产，需要多少天？

“过去要 20 天，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后的

今天，则只要 7 天。”格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梁昭贤说，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系统，格兰仕将

产品研发、可靠性验证、烹调数据分析、消费

者研究、上游供应商开模、新品量产等工作同

步协调起来，大大激发产业链整体活力。

与 2019 年相比，数字化转型后的格兰仕

微波炉 2021 年全产业链生产效率提升 5.5%，

能源利用率提升 20%，运营成本降低 20%，不

良品率降低 85.7%，研制周期缩短 50%。格兰

仕协同全产业链，在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环境

下走出低迷，今年上半年，微波炉出货率同比

提升 18%。

其实，在 20 多年前，格兰仕也曾经遭遇过

产业链困难。

在微波炉产业链上，包括生产变压器、微

动开关、罩极电机、转盘电机、定时器、继电器

等，但最关键的零部件是磁控管，它有着微波

炉“心脏”之称。1998 年，格兰仕刚刚取得微

波炉产销量全球第一，就遭遇国际同行对磁

控管的恶意断供。

“不公平”的待遇让人记忆犹新，企业一

度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当时，梁昭贤和几

位老教授在封闭车间一待就是几个月，最终

宣告攻克磁控管生产关键技术难题，格兰仕

建立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控管生产

线。很快，数千元一台的微波炉降到了数百

元，“奢侈品”变成国民生活“必需品”。

断供带来了危机，但也为格兰仕注入了

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精神动力。目前，格兰

仕每年自主研制磁控管 4000 多万只，全球磁

控管技术也以格兰仕的标准为参考。以磁控

管技术突破为重点，格兰仕推动微波炉全产

业链升级，这成为“链主”企业为全产业链带

来的优势竞争力。

据介绍，“链主”企业指处于产业链供应

链核心优势地位，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技术产

品创新和产业生态构建有重大影响力的企

业，有能力且有意愿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健全和壮大产业体系发挥重

要作用的企业。

今年以来，广东省出台多项措施打造产

业链“链主”，围绕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每条

重点产业链遴选 2—3 家“链主”企业，到 2025
年，在全省范围内培育形成省级“链主”企业

60 家左右；到 2030 年，培育形成超 100 家“链

主”企业。

在此背景下，珠海用了短短两三年工夫

就把一整条光伏新能源产业链集聚在了珠江

西岸；广州同时布局芯片和汽车，打造中国集

成电路“第三极”和“智车之城”；深圳以 5G 赋

能加快千行百业全产业链发展；佛山重点围

绕智能家电、现代轻工纺织等产业集群产业

链提升，培育壮大产业链“链主”企业和“专精

特新”企业，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发

展……

“‘链主’企业要牵头组织开展核心技术

攻关，破解难题；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带

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深化产业链国际合

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广东省工信厅

副厅长吴东文表示，面对未来的竞争，“链主”

企业将担纲挺起制造业脊梁。

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作

广东大力推动数字化供应链发展
本报记者 李 刚

本报南宁 9月 22日电 （庞革平、封荣权）广西最大的铁路物流中心南宁国际铁路港电商物流区快运处理仓（1 号仓）主体于 20 日完工，为

下一步南宁国际铁路港“一核两港七区”中的电商物流区交付运营奠定基础。

据悉，电商物流区是“一核两港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快运处理仓和速运处理仓 2 个作业型仓库集群，此次主体完工的是占地面积 3.6
万平方米的 1 号仓。电商物流区建成后，将成为顺丰在广西布局的最大分拨中心。南宁国际铁路港作为衔接“一带一路”的关键物流枢纽节

点，对“中国—东盟”扩大开放合作和广西实现强首府战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图为南宁国际铁路港电商物流区 1 号仓。 韦建松摄

广西加快建设
铁路物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