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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镇如林的珠三角，茶山或许算
不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但茶山镇的美食
其实已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早餐，当你打
开一包“每日生机”牌无糖消化饼干，可
能不知道生产它的茶山新盟食品，其苏
打饼干在我国全网销售第一；下午茶，当
你拿起香软的华夫软饼，可能不知道由
周华健代言多年的华美品牌就在茶山；
中秋节，当你想选购一盒冰皮月饼，很可
能真正感受到“手快有、手慢无”——去
年中秋华美在天猫首发的冰皮月饼创造
了一小时售 10 万盒、一个半小时售罄的
销售奇迹⋯⋯

“中国食品名镇”茶山，坐落于广东
东莞市北部。不像很多小镇的美食只能
缩在当地商店的“旅游特产”货架上，多
年来，茶山美食在全国各地大超市占据
显著位置，并走出国门远销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这样一个特色名镇是如何“炼”
成的？记者近日赴茶山一探究竟。

几起几落回归产品创新

“想了解茶山食品行业的历程，最好
去本土的华美集团看看。”茶山镇镇长黎
寿康提议。

进入华美并不困难。借智能制造契
机，华美已被政府列为工业旅游示范点，
来自周边及港澳地区的旅游大巴长年穿
梭厂区。记者来到月饼展厅。“月饼行业
华美在全国销量第一、产能最大，而且只
有我们做全国网络，华美月饼遍布中国
每一个角落。”华美集团董事长助理、副
总经理周宏纯自豪地说。

“华美走到今天 26 年，见证了茶山
食品从小到大的发展。”周宏纯向记者娓
娓道来。华美食品成立之初，茶山食品
产业还处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萌
芽状态。仅有几十号人的华美，和周围
小食品厂一样只是“小打小闹”。那是东

莞加工贸易如火如荼的年代，凭借出口
日子也渐渐过得“小富即安”。

“真正让我们成长的是 1998 年和
2008 年的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周宏纯
说。消费萎靡，银行也不肯贷款，华美和
很多食品企业都举步维艰。

然而，“危”中有“机”。别人勒紧裤
腰带过日子，华美却大胆进行 3 大投资：
一是为掌握核心技术，从奥地利进口全
自动糕点生产线；二是为把控月饼生产
源头，在盛产莲子、鸭蛋的湖北投资设
厂；三是为扩大销售、打造品牌，在广州、
东莞等地开设高档连锁店“欧麦咖工
房”，并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品牌营销。

事实上，那段动荡而艰难的日子也
倒逼茶山镇正视食品产业的诸多问题。

“比如如何扶持弱小的本土企业壮大，如
何招商吸引外地企业进驻，如何构建完
善的食品产业链，政府怎样给企业高质
量的服务等等。各类调研、研讨会和参
观学习常常持续数月。”茶山镇经贸办负
责人梁陈明回忆。

期间，茶山镇一方面出台政策引导
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
聚，另一方面积极发动企业走出去参展，
拓宽海外市场。统计显示，2008 年以来
茶山共组织 100 多家次食品企业参加全
国糖酒会、广交会、广东海博会等展会，
帮企业达成销售金额超 10 亿元，镇财政
拿出的参展补贴达 1900 万元。同时加
大招商力度，吸引国内外食品上下游企
业前来投资。自此，茶山食品迅速发展，

先后被评为“中国食品名镇”“广东省技
术创新专业镇”。

近几年，华美又遭遇了新的打击：在
限制“三公消费”的大环境下，公司的拳
头产品月饼销量一度下滑30%。不过这
次，华美已是处变不惊，应变之举就是着
力产品创新。

“不管潮起潮落，终归还是要回归产
品本身。”周宏纯介绍，去年，华美针对年
轻人群研发的不用放冰箱的金丽沙冰皮
月饼，一小时就卖掉 10 万盒；第二条脆
蛋糕自动化生产线的引进，成为广东省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中高端蛋糕成
为月饼之外又一拳头产品。

黎寿康告诉记者，今天，随着华美、
新盟等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的壮大，以
及雀巢美极、嘉顿等国际品牌的引进，茶
山已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全镇拥有食
品及相关配套企业 200 多家，产品涉及
糖果、饼干、调味品等 15 个大类 2000 多
个品种，从业人员约3万人。

构建平台汇各方资源

虽有华美、嘉顿这样实力雄厚的大
企业，但茶山镇领导深知，还有大批本土
及外来落地的中小型食品企业，他们的
共同壮大才是行业做强做专的关键。

为此，茶山镇投资 5700 多万元搭建
了茶山生产力促进中心。

记者走进这座超过 1 万平方米的生
产力促进中心，只见明亮的名优产品展
示厅中陈列着茶山各类美食，企业综合
服务中心柜台前不时有人前来咨询，有
人询问优质原料采购事宜，有人想来接
洽新产品，还有年轻人希望进入这里的
创客中心创业。

“为了提升茶山镇及周边食品企业的
创新能力，我们打造了 4 大创新服务平
台，在食品研发、食品检测、技能实训、产
学研合作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生产力促进中心负责人刘沛兴介绍。

如何保证食品的口味跟得上变幻的
市场？刘沛兴带记者来到楼上的食品研
发培训中心，只见这里贴合当地食品产
业特色，设有烘焙食品研发室、调味品研
发室，并为企业培训提供设施齐全的蛋
糕装饰实训室、烘焙实训室等。“中心联
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农业
技术开发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东莞理工
学院等科研机构成立了‘国家特殊医用
食品技术创新院’‘烘焙食品创新研发

院’等，能够应企业需求开展一系列产学
研合作项目。”刘沛兴说。

随着产学研合作的开展，茶山食品
企业竞相研发新品、改良工艺。目前，该
镇有食品高新技术企业 1 家，省市级企
业技术（工程研发）中心 5 家，食品行业
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

食品安全是悬在企业头上的利剑，
容不得半点马虎。刘沛兴告诉记者，多
数企业不可能购买昂贵的检测设备，但
又要对新产品的安全性做全面把控，这
时就可以来这里的检测中心寻求帮助。
中心联合检测机构，为食品企业提供产
品成分检验、性能检测和技术标准分析
等全方位服务，保障食品安全。

补齐流通环节短板

驱车从茶山镇秋源路驶过，路的一
边是总投资逾 6 亿元、占地 11.2 万平方
米兴建中的茶山（国际）生态食品城，另
一边则是占地 300 亩、正打造珠三角一
级水果批发市场的泽景果品物流园。

“如何在未来进一步擦亮‘茶山—中
国食品名镇’的招牌，是我们现在考虑最
多的事。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完善食
品物流、食品机械、食品包装等上下游配
套产业，引导食品企业占领研发、销售等
高附加值环节。”黎寿康说。

食品流通环节过去是茶山的弱项，
如今，茶山正借助位处惠州、东莞、深圳、
香港经济走廊的便利区位和交通条件，
大手笔打造生态食品城和泽景果品物流
园两大流通市场。前者集批发交易、仓
储物流、分选配送、电子商务、博览会展、
观光旅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全国规
模最大、功能最完善的食品批发总站之
一。后者则领衔果品流通新模式，与国
内 12 个货源省市 50 个果品货源产区、
20000 家采购商达成了供销对接战略合
作。据介绍，泽景果品物流园举办的东
莞缤纷水果狂欢节，共吸引 10 万人次入
场，达成供销合同金额15亿元人民币。

“经过多年培育，目前我镇食品产业
链日趋完善。”黎寿康告诉记者，以华美、
新盟、雀巢、嘉顿等为主的食品龙头制造
企业，以华源、富荣、汉和等为代表的食
品包装企业，以生态食品城和泽景果品
物流城为主体的食品专业交易市场，形
成了以食品制造业为主，食品包装、物流
等为辅，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食品产业
经济格局。

在强镇如林的珠三角，这个东莞小镇用2000种食品打响“茶山造”——

茶山不产茶 食品来当家
本报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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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川省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试
验区之一，一直以来，金堂县都是传统的
农业大县，直到 2009 年，工业才开始起
步。一个农业大县如何在工业方面突围，
实现华丽转型？

首先，金堂县找准了一个“发力点”，
锁定了两个高端成长型产业。

一个“发力点”指的是节能环保产业。
根据“一区一主业”功能布局，2009年，成
都市唯一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选址金堂，
产业聚集度快速提升。金堂县经济科技和
信息化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县
节能环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37户，
产业聚集度达到 80.9%。此外，金堂县还
引进了中国节能集团、德国西门子等节能
环保项目305个，总投资620亿元。

两个高端成长型产业指的是通用航

空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尚在建设中
的金堂通用机场位于金堂县白果镇顺江
村，是目前成都唯一的一类通用机场。伴
随着通用机场项目落地，四川中航通航集
团投资 65 亿元的“通航产业园”、成都天
颖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通用飞机总装试飞
运营基地已签约落户金堂。来自德国、美
国、法国等国家的通用航空项目也开始和
金堂县有了对接。

2016 年 9 月 22 日，文华同捷新能源
汽车整车制造基地项目开工仪式在金堂
县举行，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投产后将
形成年产整车 10 万台的生产能力，可带
动四川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核心
部件和相关配套项目聚集发展。

据 2016 年出台的《成都制造规划
2025 金堂行动计划》，到2025 年，金堂节

能环保产业、通航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产
值将分别达600亿元、150亿元、200亿元。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戴宾告诉记者，从区域产业
分工体系和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经
济区的产业分工体系是围绕核心区来展
开的，核心区的产业规模与产业发展水平
决定了分工体系如何形成与发展。

2016 年，成都市提出了“工业强基，
一业定乾坤”的工作指导方针，蓄力打造
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成都这样一个核
心区域确立坚持做大做强工业经济，所以
金堂县才敢于谋求工业转型，加快引进一
批重大产业化项目，加快补强补齐关键环
节，推动产业集群成链发展。

如何让企业愿意来且留得住？金堂
县对项目发展实行全程跟踪服务，帮助企

业查找问题、协助企业解决困难。金堂县
还实施重大、优质项目“红名单”管理制
度，在政策扶持、融资需求方面采取“一事
一议”方式予以重点支持，协同企业一道
拓展市场、做大做强。

“我们计划在金堂县建设应急救援装
备产业园、应急救援装备检测中心及培训
演练基地、西南区域总部、应用示范小区多
个板块，旨在打造辐射西南地区的应急产
业集群。”据新兴重工集团资源服务板块党
工委书记王林介绍，该项目实现了当年洽
谈、当年签约、当年开工的“成都速度”。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金堂县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总数达200户，连续3年在
成都市远郊区县排名第 1，“金堂造”已成
为成都工业经济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中一
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四川金堂：近水楼台强工业
本报记者 刘 畅

华 美 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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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产线，一

条 线 一 年 能 创

造 1 亿 元 销 售

额。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大闸蟹一直是中国人餐桌
上的美味佳肴。据统计，我国每
年仅上海地区消费的大闸蟹就
达5万吨。江浙沪一带更是以养
殖、食用大闸蟹而闻名全国。

在大闸蟹广受青睐的背后，
其质量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如何保障每一只
大闸蟹都是绿色、安全的，成为
国内闸蟹养殖企业必须要考虑
的问题。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产销
对接会引来了舆论的关注：内蒙
古奈曼旗与苏农黄健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奈曼
旗有机农产品第一村”项目签约
仪式。奈曼旗种植的有机玉米
和大豆，将源源不断地运往江
苏，供那里的大闸蟹食用。

为何要让大闸蟹吃远在数
千公里之外的玉米？北方的玉
米和南方的大闸蟹是如何实现

“亲密接触”的？
奈曼旗人民政府常务副旗

长郭勇说，奈曼旗农牧业资源丰
富，特别是水质、大气、土壤无污
染，具备大规模发展绿色、有机
农牧业的基础。同时，奈曼旗处
于世界“黄金玉米带”上，生产的
玉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

“我们正是看上了奈曼旗独
特的地理优势和绿色有机的农
产品。加强产销对接，南北联
动，既有助于提高奈曼旗农民的
收入水平，又可以有效保障大闸蟹饲料来源的安全可
控。”苏农黄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健告诉记者。

据他介绍，在大闸蟹的养殖过程中，饲料十分重
要，吃得好了，长得才会好。“以前饲料都是从全国各地
收上来的，产地不一，很难保障质量和安全。如今与奈
曼旗达成合作协议，将确保养殖的大闸蟹吃上放心的饭
菜，同时也大大有利于提高闸蟹的品质。”黄健告诉记
者，江苏省约有10万蟹农，500万亩养殖水面，每年大概
需要 300 万吨的玉米和 300 万吨大豆。如果能够让江
苏蟹农都订购奈曼旗的有机玉米、大豆，将带动当地农
业发展，给农民吃下“定心丸”。

据了解，在奈曼旗，农民采用传统方式种植玉米，每
亩收入只有五六百元。而在江苏大闸蟹的产区，有机玉
米饲料经常出现供不应求、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两地
合作，可有效改善有机玉米供需渠道不畅的现状，实现
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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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巍山：

乡 村 生 态 旅 游 助 农 增 收

春日里，云南大理州巍山县4万多亩梨花迎春绽放，
吸引了上万名当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前往赏花游览。近年
来，该县积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切实增加农民经济
收入。 张树禄摄

茶山镇投资 5700 多万元建设了生产力促进中心，推动食品等支柱产业做大做
强。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员李莉 王斌报道：近年
来，江西省高安市积极创新理念，不断优化服务，大力推
进品牌战略，发挥品牌兴企、品牌富农、品牌强市的引领
作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实施品牌战略，注册商标是
前提。为此，该市在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扶持，注册商标数
量大幅增长，形成“培育一批、扶持一批、申报一批”的商
标品牌梯度培育模式。目前，全市注册商标达 2244 件，
其中驰名商标15件，位居江西省各县（市）之首。

根据产业特点，高安重点围绕建筑陶瓷、货运汽车、
机械光电、文化休闲等产业，积极培育扶持一批著名、驰
名商标，加快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升级步伐，逐步形成了
以大观楼腐竹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业、以太阳陶瓷为代
表的建筑陶瓷业、以维尔宝粉末油脂为代表的食品添加
剂业、以雅星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产业集群。同时，重点
打造“高安陶瓷”“高安货运”“高安蔬菜”“高安黄牛”“高
安富硒农产品”等集体商标。

作为全国四大建筑陶瓷产区之一，近年来，高安按照
“环保优先，品牌引领，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思路，进一
步提升建筑陶瓷产品质量、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在2015
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暨中国品牌发展论坛”
上，高安建筑陶瓷品牌价值评估为 39.1 亿元。品牌的发
展，推动高安建筑陶瓷产业向打造千亿产业的目标前行。

高安是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许多农产品因为没
有品牌，经营没有形成气候。为此，高安大力培育地方特
色商标。“上湖”牌集体商标注册后，该县农产品大量销往
湖南、浙江、福建等10多个省市，还出口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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