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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田间地头防灾减灾——

中 农 集 团 助 农 保 丰 收
本报记者 刘 瑾

上半年净利润7.19亿元，同比增长54.85%——

安 琪 酵 母 闯 世 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周燕琼

前段时间，我国不少地区防汛形势严
峻。面对灾情，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农集团）闻“汛”而动，积极发挥
企业在农资流通网络及农业综合服务等方
面的优势，全力保障汛期农业生产需要，协
助受灾地区将农业损失降到最低。

中农集团董事长苏泽文表示，受持续强
降雨影响，今年夏天江西全省农作物因涝受
灾严重。面对灾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及时
动用省级救灾种子，免费发往灾区。中农集
团旗下江西现代种业公司积极配合，全力以
赴开展抗灾救灾恢复生产工作，最大程度降
低受灾群众损失。同时，江西现代种业还组
织农技人员下乡开展技术服务，深入抗洪一
线，发放技术资料3万多份，确保灾后用种
安全。

安徽长丰县是全国设施草莓生产第一

大县，素有“中国草莓之乡”的美誉。今年6
月以来，当地遭遇连续暴雨，草莓面临死棵、
减产的严重威胁。

当地草莓种植大户梁廷根告诉记者，正
当他一筹莫展之时，中农集团子公司中农立
华公司安徽团队技术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到
他，为他提供科学用药方案及技术指导，指
导他通过根部喷淋方式促进草莓幼苗生根，
应对涝灾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个方案特别
顶用。看着小苗活过来，比什么都高兴。”梁
廷根眼含热泪告诉记者。

汛情就是命令。作为中国供销集团所
属全资企业，中农集团是国内最大的农资流
通企业，承担着国家化肥、农药救灾储备及
化肥淡季储备的战略任务，是国家调控农资
市场、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力量。苏泽
文表示，中农集团密切关注洪涝灾害对农业

生产的影响，组织专门力量，因地制宜研究
灾后复产、抢耕抢种、病虫害防治等专项方
案，全力协助受灾地区将农业损失降到
最低。

“我们一手抓农资供应，一手抓社会化服
务。”苏泽文表示，依托遍布全国的1万多家经
营网点及基层服务中心，中农集团组建运输车
队，全力打通农资配送“最后一公里”。截至
今年6月底，中农集团已累计调入化肥1360
万吨，同比增长15.3%；农药约11万吨，同比增
长16.2%。不仅如此，中农集团还组织农服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推广水肥一体化方案及高
端新型肥料施用，为农民提供“三夏”期间全
套生产方案。同时，公司还组织人员收集气
象信息，帮助农民制定防灾减灾预案。

为了帮助东北地区乃至全国更多地区
水稻种植户汛期有效防治水稻病害，6月以

来，中农集团旗下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黑龙江“建三江垦区”、佳木斯、哈
尔滨、齐齐哈尔启动“立华优品，生活有稻”
直播观摩会，线上线下会场“双管齐下”，不
仅为现场水稻种植户细致讲解水稻防治病
害知识，也让全国更多地区的种植户通过屏
幕与现场农技专家一起交流学习。直播共
吸引超过2万农户在线观看。

此外，中农立华公司还在《立华说农技》
《每周说农事》等节目中，围绕水稻、棉花、豇
豆、大葱等作物开展农技直播40场，服务农
户超过10万人。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苏毅说，以前公司员工得下到田
间地头才可以开展工作，现在全国上万个基
层网点均改为通过微信了解需求，有目的、
有准备地安排生产。

话说中国市场上两大方便面巨
头——康师傅与统一，还真称得上
是一对相爱相杀的难兄难弟。

大约上世纪90年代前后，康师
傅与统一前后脚进入中国大陆市
场。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二者
你来我往，战得个不亦乐乎。

1992年，康师傅推出经典产品
“红烧牛肉面”，统一虽然带着鲜虾
面应战，却节节败退。此战，康师傅
完胜。2008年，统一推出老坛酸菜
牛肉面，并很快成为方便面界的“爆
款”。起初，康师傅并没有在意，直
到老坛酸菜牛肉面年销售额达到
20 亿元时，康师傅才回过味来，并
迅速推出了陈坛酸菜牛肉面，开始
与统一正面交锋。

“有人模仿我的脸，还有人模仿
我的面”，统一当时以这样的广告语
来影射康师傅的“山寨行为”。不仅
如此，两家公司还开启了火腿肠大
战，买方便面送火腿肠。事后统计，
期间两家公司总共送出了 40 亿根
火腿肠。

钱没少烧，输赢也还没分出
来。不过行业却突然急转直下。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方
便食品制造行业规模达到有史以来
的峰值 4063.69 亿元。此后的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下跌，截至 2018 年
底行业规模已下降至2959.7亿元，
跌幅超过25%——多年的竞争对手
突然成了难兄难弟，商业世界的悲
喜剧真是有点“黑色幽默”。

原来，就在两家方便面巨头盯
紧对手一顿死掐时，外卖行业火了起来，顺手给方便面行业来
了轮“降维打击”。毕竟，外卖都送上门了，谁还会顿顿吃泡面？

“打败你的往往不是对手”，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重构商
业世界，原来泾渭分明的市场格局变得重叠交错，比如外卖与
方便面的用户消费场景重叠度就极高，但对消费需求的满足
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方便面主打的概念是方便、热乎，只能
满足最基本的“吃饱”需求。而外卖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吃饱，
而且味道好、菜式多，无论是钟爱健康生活的轻食主义者还是
喜爱大快朵颐的豪放派，都可以享受到自己最爱的饮食。这
已经远远超越了方便面所能承载的极限，整个方便面行业陷
入低谷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在这样的市场变迁中，方便面行业并不是第一个
“受害者”。比如，滴滴对于出租车行业、电商对于零售行业乃
至移动支付相对于信用卡行业、智能手机相对于数码相机行
业，均是相同道理。

基于“新基建”的发展，经过新技术的赋能，一些新兴玩家
正在创造更专业的生产、分发与盈利模式，对处于同一赛道的
传统企业形成全面冲击甚至颠覆。在这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中，对手不再是某个人、某家企业，而是一群圈外人。他们不
和你谈“行业规则”，甚至不见面、不谈判，直接就以低价甚至
免费策略带走了你的客户。曾有传统企业负责人感慨：“还没
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输掉了比赛。”

面对格局之变，企业要做的首先是看准趋势，先“弄清楚
怎么回事”，才可能顺势而为。比如，消费升级了，方便食品该
怎么升级？健康理念兴起了，方便食品可以更健康吗？客群
细分了，可不可以推出适合素食主义者、三高人群、运动人群
的特色产品？地域口味差异极大，可不可以针对特定地区市
场推出特定口味的产品？

说到底，企业一切产品和服务的出发点都是消费者，工业
化时代，企业生产的逻辑是找准消费群体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再通过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降低成本来占领市场，消费者只能
被动接受已有的产品。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个性
化需求大大彰显，“公约数”变得模糊，如果企业不能精准满足
消费者需求，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也就难免了。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9月27日，海信视像研发的首个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0英寸级4K基准监视器正式发布，成
为国内第一家掌握广播监视器核心技术的显示企业。国内广
播电视领域的高端监看类广播监视器基本由日系品牌垄断的
局面将被打破。

海信视像工程师吴秋英介绍，与常见的家用显示器不同，
基准级广播监视器对亮度、对比度、色域、产品信赖性等要求
极为苛刻，是专业人士衡量、评判、决策图像的依据。因此，基
准级广播监视器在业内也被视为影像画质领域的“米原器”，
是一个画质标尺。

一直以来，在国内广播电视领域，高端监看类广播监视器
多由传统日系品牌垄断，且该类专业显示器的价格堪称“天
价”，一台32英寸的监视器价格在30万元左右。凭借技术立
企，海信破解了有关技术瓶颈问题，在该领域成功实现突破。

据了解，海信基准级广播监视器采用海信独有的ULED
叠屏显示技术，同时搭载海信全新升级的信芯画质芯片，通过
ULED叠屏控制算法，实现对亮度的百万级精细分区控制，大
幅提升对比度及暗场表现，最终实现对画面的像素级精准还
原。其在亮度、对比度、色域、高动态范围等指标上达到国际
一流同类产品的水平。

业内人士认为，推出基准级广播监视器，为海信视像在专
业级显示领域开辟一个全新领域，不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4K
播出需求，为专业人士提供可以信任的画面，更在国际大显示
产业的竞争中，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中国选项。

打破国外品牌垄断

海信发布基准级广播监视器

酵母是人类文明史中被应用最早的微
生物，约4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使用它来
制作面包、酿造啤酒。现代酵母工业起源于
欧洲，自1846年实现工业化生产至今，沉淀
100余年。

中国现代酵母工业化生产始于上世纪
80年代，位于湖北宜昌的安琪酵母股份公司
（下简称安琪公司）经过34年深耕，成长为
国内酵母行业唯一上市公司和全球第三大
酵母公司，市场遍布155个国家和地区。在
历史悠久的酵母行业，安琪公司如何坐到全
球第三把交椅？

疫情大考开新局

9月 22日，朱银宏刚刚接送走一批客
商，对接上海国际孕婴童展览会的电话便又
响起。最近，他亲自主抓几项大的市场推广
活动，还要准备10月份举办的全国经销商
年会。

“新冠肺炎疫情让老百姓营养健康意识
显著提升，要趁机将品牌做大做强。”朱银宏
担任法人代表的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是
安琪公司今年4月新成立的营养健康食品
全资子公司。在全球酵母行业，中国安琪位
居前三，但在营养健康产品方面，中国安琪
一枝独秀，与其他公司主做原料不同，安琪
公司不仅拥有销售渠道、系列终端产品，还
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今年上半年，虽然处在疫区，但安琪纽
特仍保持了26%的销售增长。除了克服物
流不畅、人员紧缺等共性问题，安琪纽特重
点打造线上营销团队，利用直播、社群、新零
售等平台打开营销新局面。

走进位于宜昌生物产业园的安琪纽特
细胞源（酵母）营养健康食品数字化工厂，沿
着可视化参观通道，记者看到大批量原料投
料自动化装置正在运转，成排蛋白粉罐正在
传送带上“缓缓前行”，驶入自动化立体仓
库，包装机自动打包、蜘蛛手正忙于堆垛，自
动叉车将一箱箱成品转上立体货架，这个安
琪投资2.47亿元新建的全数字化智能工厂，
本月刚刚投产。

朱银宏介绍，该生产线实现机器人自
动分拣、全程电子化查询和识别，全程无
人、无纸化作业，具有智能化、可视化、柔性
化等特点，产品从原料、生产、储运到销售
全程可追溯，是国内领先的数字化营养健
康食品工厂。

一手抓营销生产、一手抓项目建设。安
琪公司将疫情影响变为发展机遇。

“外出消费减少了，宅家消费一定会激
增”。安琪公司迅速扩大家庭小包装酵母产
能，发挥全球多工厂优势，满负荷生产；同时
大力传播家庭面点、烘焙类食品制作方法，
积极引导大小酵母包装进家庭。上半年，安
琪公司通过电商渠道实现的酵母和家庭食
品原料产品销售额同比提升60%以上。

负责公司包装技术的“大忙人”王勇回
忆，疫情期间他平均每天接打电话超过100
分钟，从包装机的选型方案确定、厂家考察、
协调发运、现场调试服务他都逐一落实。

生产不停，项目不歇。今年以来，安琪
公司在综合保税区设立子公司，开展跨境电
商、保税仓储、保税加工等业务；研发综合体
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扩建食品原料新生
产线如火如荼进行；在宜昌猇亭区和云南普
洱成立子公司，启动宜昌城区酵母工厂搬迁
和澜沧酵母项目前期工作……

今年上半年，安琪公司实现营收43.42

亿元，同比上涨16.91%；净利润7.19亿元，
同比增长54.85%；员工收入同比增长6.2%，
上缴税收3.46亿元，同比增长19.3%。

专注科研促创新

“71个研发项目，每个都有新进展！”9
月23日，安琪公司生物营养技术中心常务
副总经理胡骏鹏再次梳理团队工作进展情
况，好几个项目令他深受鼓舞：酵母代谢产
物的研究与开发实现废液再利用，做到对糖
蜜吃干榨尽；微生态制品的开发和应用取得
明显进展；团队承担了农业农村部《饲料原
料—酵母培养物》行业标准的制定，并借此
完善了农副产品综合利用方案……

“技术创新是公司最核心的动力。”回顾
安琪公司34年的发展史，每一次里程碑式
的技术进步，都推动了公司跨越式发展。

高温酒酵母的技术突破，解决了公司初
创时的生存问题；无糖酵母、酵母抽提物、酵
母浸出物等产品的技术和质量全面突破，使
公司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优势凸显；高糖酵
母、无糖鲜酵母等产品的成功开发，助推了
公司的国际化。

敢创新，才有竞争力。对此，安琪公司
生物技术总工程师李啸深有体会。他回忆，
公司早期依靠学习模仿欧美企业技术，但酵
母类产品的活性受温度、水质等多方面因素
影响，生产过程控制全靠技术人员经验判
断，导致产品不稳定。

为了将经验性参数变为理性科学的量

化参数，安琪公司对几万批次生产记录获得
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系统解析酵母发酵复
杂系统的共性结构，形成生产工艺关键控制
点，建立智能化控制模型，实现了酵母生产
线自动化、智能化。如今，这一系统在安琪
所有工厂推广，近3年节约直接生产物料成
本超3000万元。

重视研发是安琪的传统。2019年底，
安琪公司刀刃向内实施改革，强化研发中心
职能，增设环保技术中心、产业创新技术中
心、生物营养技术中心，进一步聚焦核心基
础技术研究。据统计，安琪公司今年共立项
242个研发项目，其中重大项目15项，新产
品项目22项，上半年整体完成率55.2%。

生产线全球布局

上世纪90年代，通过新疆霍尔果斯口
岸，安琪酵母悄然“飞”向了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等国家。1995年，安琪公司年产能扩
至6000吨时，三分之一产品“飞”向了国外。

深受鼓舞的安琪公司，在企业创立十周
年庆典时提出了“争亚洲第一、创国际名牌”
的目标。2001年，安琪公司利用高性价比
的产品、独有的服务优势进入非洲、中东市
场，2003年，市场又扩展到东南亚和南美。

“从上世纪80年代创业时起引进国外
技术，拼命学习赶超同行到90年代在国内
站稳脚跟，安琪人始终认为国际化要以专业
化为基础。”负责安琪公司国际化业务的刘
劲松说。

2005年一次出口日本市场的经历让刘
劲松至今记忆犹新。因为个别纸箱出现变
形，一个纸箱破了个小洞，被日本客户投诉
索赔。对此，安琪公司进行了一周的全流程
质量检查，“客户投诉暴露了公司管理和操
作中存在的‘不严谨、不细致’问题，这是教
训也是收获”。

自此，对产品质量更加挑剔的安琪公司，
在国际化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从2009年开始
进入美国市场后，欧美国家也陆续有了安琪
的身影。如今安琪公司拥有超过700个海外
经销商，分布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

随之改变的，还有安琪公司在业界的地
位。“2001年，安琪公司受邀参加美国国际
烘焙工业展，这是安琪第一次登上国际性舞
台。虽然是唯一参展的中国公司，但安琪处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没有达成任何实际性
的成交合同。”刘劲松说，“当2010年安琪团
队再次来到美国，境遇却大大不同。这一次
安琪公司展位正对入口大门，面积与其他美
国知名公司相当，展台前，参观者、寻求合作
者络绎不绝。”

产品走向世界，安琪公司的生产线也着
手全球布局。继2013年埃及工厂建成投产
后，2019年安琪俄罗斯公司竣工投产，非洲
及中亚市场产品销量随之翻番。

最近，安琪公司正在编制“十四五”规
划，未来将以更扎实的举措着力打造国际
化、专业化生物技术大公司，进一步延伸酵
母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让面向世界的安琪走
得更远更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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