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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龙：企业规模的壮大也

辐射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果

桑产业对促进农民增收、农业繁

荣发展以及推动乡村振兴有哪

些帮助？

徐明月：桑农种植不易，滞
销压价、挤压腐坏等多种因素使
得桑葚的收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加工生产桑葚基地主
要建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在
江西、广西、河南、甘肃、浙江等
地共有6万多亩的桑葚基地。当
地的农户都很乐意把地交给我
们，我们将农产品深加工，就能
够赋予桑葚更多的产业价值。

举例来说，6万亩地的桑葚
可以让农民增收10多亿元，可以
增加附加值200多亿元。通过完

善桑葚加工、运输、销售及相关
服务等环节，还能解决上万人就
业，让更多农民获得就业机会和
稳定的收入来源，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

如今，桑葚产业发展趋于
稳定，公司准备将一部分资金
用于反哺桑农、改良品种，提升
基础种植设施，形成良好的产
业发展循环，生产出更有竞争力
的产品。

张林山：不管是7月出台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还是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抓好抓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
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
知》，以及8部门发布的《关于实

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
举措的通知》，今年以来，国家陆
续出台文件，释放了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的积极信号，对民营
企业下一步发展及投资等给予
鼓励与支持。

当前，国家把民营经济定位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
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重要力量。这个定位把民营
经济的重要性推到了一个新的
历史高度。

未来国家还会出台一系列
相关文件，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不断增强民营企业发展的预期
和信心。

激活富民增收“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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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龙：徐明月董事
长，你为什么选择桑葚产

业作为创业的起点？如何

走好桑葚精加工路线，发

挥产业高附加值的作用？

徐明月：小时候受长
辈影响，经常去桑葚园里
采摘桑葚，看到很多桑葚
掉落在地上，感到很可
惜。后来长辈给了一个祖
传秘方，正好有这样一个
契机，我选择桑葚产业创
业，改变桑果浪费的现状。

桑葚最佳采摘时间通
常一年中只有一个月，南
北方由于季节差异相差20
天左右。这类时令性的鲜
果储存周期很短，不易保
存，即便是冷藏保存，也不
是新鲜果实的味道。如果
将桑葚开发成产品，不仅
可以改变大量桑果腐坏、
滞销的状况，还可以为农
产品增加附加值，提升产
品品质。

具体来讲，桑葚的市
场价格大概是 20 元/公
斤，以亩产量1000公斤来
计算，每亩桑葚的总收入
可达到2万元左右。如果
将桑葚通过深加工生产出
一系列养生产品，就可以
获得更多收入。比如，同
等条件下，桑葚经过发酵
酿制后能够产生250公斤
原浆酒等系列养生产品，
市场价可达450元/公斤，
每亩桑葚附加值可达 40
万元。

当然，为了做精做优
桑葚副产品，在实践过程

中还需规避一些问题。桑
葚是一种高产高效益的果
品，其产量主要取决于土
壤质量、气候条件和种植
技术等。在一些特殊的生
态环境下，如海拔较高或
者较低的地区，桑葚亩产
量可能会略有下降。因
此，我们需要注意有机肥
的使用，以及灌溉、防虫、
修剪等问题。

张林山：推动民营经
济发展，产业建设既要“逆
势而上”又要“顺势而为”。

一方面，我国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河南省题目
酒业有限公司以“龙头企
业+基地+农户”的模式，使
得上万农户参与到整个企
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带动更多农户获得收入，
起到了稳就业、保民生的
作用，能够增强经济增长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另一方面，随着老龄
化社会的来临，以及全年
龄段人口对于养生、保健、
大健康领域等方面的需
求不断提升，桑果养生产
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市
场空间。

在产业建设过程中，
作为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
践行者，公司需要不断创
新，发展更多的产品线，比
如制成饮料、酸奶等产品；
与此同时，初创公司可以
与知名饮料企业合作，开
发一些联名款，对产品进
行深加工升级，打造品牌
力量。

董志龙：徐董你在自主创业

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发展问题？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的发布对

公司发展将起到哪些支持作用？

徐明月：河南省对于大学生
返乡创业有一定的扶持，比如提
供便利化服务，设置创业“绿色
通道”，给予补贴和贷款方面的
优待等。

企业稳定生产的背后离不
开政策支持。桑葚深加工产业
从原料采购到加工销售，涉及到
很多税费问题。为助力民营企
业发展，河南省出台了支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15条意见”，开
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为民营
经营主体举办专题政策培训、办

税费服务产品体验活动，为企业
提供了精细化、定制化服务，解
了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作为大学生创业者，我希望
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回到家乡，
投入到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中
来。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年轻
人、高学历人才的加入，为家乡
繁荣、乡村振兴作出一份贡献。

张林山：近年来，国家不断优
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民营
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从市场准入、
市场公平竞争、信用环境等方面
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第一，市场准入方面，提出
要简政放权，为企业办理各项手
续提供更多便利，助推民营企业
扩大投资再生产。

第二，市场公平竞争方面，
提出要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建设，避免地方保护、市场封锁
和分割现象的发生。

第三，信用环境方面，政策
上不光强调企业之间要讲信用，
还特别指出了政府和事业单位
也要建立信用机制，完善诚信履
约机制，将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切实保障民营
企业的发展权益。

此外，在民营企业法律保障
方面，提出要保障企业产权及企
业家基本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
保护、品牌保护，以及推动解决
民营经济下一步扩大再生产的
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要素
保障问题。

利企惠企政策直达打造品牌力量

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近

年来，民营企业不断参与到乡村振兴中，为现代农产品加工业提供新动能。

每年5月是桑葚的采摘旺季。放眼望去，数万亩的桑葚果园繁荣生长，

乌溜溜的桑葚果缀满枝头，咬上一口，酸甜可口的汁水溢满口中。桑葚又名

桑果，被称为“民间圣果”，既可入食又可入药，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

如何将小小的桑葚做成增收就业的富民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

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农产品品质升级，从而实现民营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同

频共振？本期《民营经济三人谈》栏目邀请到河南省题目酒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明月，请她来谈谈小桑葚变身致富果的故事，同时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林山针对公司发展提出建议。

小桑葚变致富果小桑葚变致富果 酿出振兴酿出振兴““新滋味新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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