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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来到黑龙江省五常市，湛蓝的天

空下，沉甸甸的稻穗在阳光的照耀下摆动，随风

飘过的阵阵稻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五常大米以晶莹剔透口感佳、软糯香甜不回

生等特点，先后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原产地证明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名牌农

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五项桂冠，成了很多消费

者离不开的产品。2021 年，五常大米品牌价值高

达 703.27 亿元，连续 5 年蝉联地标产品大米类全

国第一。

溯源护品牌

市面上的五常大米品种很多，消费者如何购

买到真的五常大米？

五常市大米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野向记者

介绍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看标识，正宗五

常大米包装物右上角统一印制五常大米溯源防

伪标识，扫码有信息即为正品。

张野所说的“扫码”，就是五常大米的溯源防

伪体系。2015 年，五常市建成农业物联网服务中

心，并以此为依托建设了五常大米网和五常大米

溯源防伪查询平台，对五常大米实行“三确一检

一码”溯源防伪，实现从田

间 到 餐 桌 的

全 程 管 控 、

信 息

反馈和质量追溯。

“‘三确’是我们将五常市水田信

息定位到农户、地块和边界，实现对水

稻产量的分户核算和总量控制，同时对种

子、农药、化肥等进行控制监管。”张野说，

“一检”，是在产品质量上采取企业自检、监

督抽检和平台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验；

“一码”，则是将统一标准的溯源防伪码印制在

包装物指定位置，经过溯源认证、检验合格后才

能激活。

溯源防伪体系有效维护了五常大米这块金

字招牌，五常市还积极拓展官方主销渠道，让消

费者放心购买“保真”大米。

多渠道销售模式让五常市彩桥米业公司在

2020 年一跃成为全市乃至全网大米销售市场的

佼佼者。尝到甜头后，公司紧跟消费互联网发

展，实现了线上线下全领域覆盖，“我们与京东、

天猫等 40 多个电商平台长线合作，新零售、拼

团、农批、经销商等超过 5000 家，形成了多渠道、

多元化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公司财务总监刘桂

田说。

目前，五常大米的各类经销商已在全国各地

开设销售网点约 1700 个，年销售量约 60 万吨。

并在哈尔滨建立官方旗舰店，在京津沪、江浙闽

等地区建立直营体验店，由五常市大米产业

服务中心建立稳固保真的销售渠道，构建

“大米联盟+服务中心+战略合作伙伴”的

现代经营模式，推动农户、合作社、企业与

市场的无缝衔接。

五常市还积极鼓励农户、企业、合作

社等在天猫和京东平台开设五常大米官

方旗舰店，实行原产地直供、五常市政府

推荐、企业“假一赔十”

的承诺。同时依托五常

大 米 网 ，建 立 消 费 者 评

价 平 台 ，将 消 费 者 评

价作为企业诚信体

系 建 设 的 重 要 指

标 ，对 失 信 企 业

予 以 惩

处 ，不 断

提 升 五 常

大米的品牌

美誉度。

品质靠标准

五常大米缘何受到消费者青睐？因为它品

质好。

五常市是我国知名的优质稻米产区，年产优

质水稻约 24 亿斤。当地主要水稻品种“五优稻

四号”，就是老百姓口中的“稻花香二号”，因悠久

的种植历史、独特的地理条件、优质的生态环境

和先进的耕种技术，成就了优秀的口感与品质。

来到五常镇莲花村，五常市丰年水稻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雷告诉记者，合作社成立

于 2012 年，现在已经有百亩种粮大户 12 户，不打

除草剂、放养鸭子除草，不施化肥、施酵素有机

肥，加上人工收割的特点，使得合作社的“万来

屯”牌大米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今年，合作

社种植了 1000 亩“稻花香二号”。与往年不同的

是，其中一块地采用了水稻超早育秧栽培模式，

目前已经收割完毕，中秋节前已发往客户手中。

“往年是 4 月才开始育秧，但我们今年 3 月 23

日就播种了，再加上一整套有机种植技术，今年

提前大约 20 天就收割了，而且产量还比别的地

块高。”往年中秋收水稻，今年过节吃新米，杨雷

高兴地说，这批新米已经被湖南长沙的客商订走

了 300 多份，目前看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五常市地处北纬 45 度，是公认的世界三大

黑土带之一，土壤异常肥沃，稻作区内没有工业

污染。三大水系流经此处，用于灌溉的磨盘山水

库由高山雪水和山泉水汇聚而成。再加上稻作

区三面环山，开口向西，地势导致了当地昼夜温

差大，使水稻营养物质积累多，口感格外好。

优良的自然环境是五常大米的先天优势，而

在后天培育上，五常市与多家科研院所深度合

作，将全市 15 家种子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的研发

基地进行整合，提纯复壮“五优稻四号”，并建立

五常大米产业标准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农业生产越来越现代化的

今天，为了保证品质，五常市多家种植基地、合作

社、种粮大户等对有机水稻仍然采取人工收割、

自然晾晒的传统模式。五常市农业局生产股长

梅丽娟说：“每年秋天第一场轻霜过后，全面进行

人工手割，稻子码在田里，通过自然的风吹日晒，

待水分降到标准水分，再全面开始脱粒，这时加

工出的大米口感和营养才最好。”

保鲜有高招

在五常市，一粒小小的稻谷从良种繁育到上

市销售，要经过 27 个流程、99 道工序。这其中，

如何科学碾米、抛光，怎样把控色选、温度，直接

影响着稻米的鲜度和口感。

在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稻

米文化馆展厅，几款不同颜色包装的易拉罐大米

格外显眼。公司副总裁孟庆泽告诉记者，这是公

司打造的五常鲜米系列产品，这种包装是采用充

氮技术为大米保鲜。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的

“乔府大院”品牌已成为五常大米领军品牌。“公

司开创的当季鲜稻、准低温仓储、现磨现发、充氮

保鲜四重保鲜体系，让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品尝

到新米。”公司生产中心总经理朱爱军说。

五常市现有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大米生

产加工企业 555 家，其中 347 家获准使用地标专

用标志。通过引进中粮、华润、北大荒等大型企

业集团，培育了乔府大院、五米常香、葵花阳光、

金禾等本地龙头企业。

为了做强精深加工，五常市还鼓励企业引进

国内外高端设备和先进工艺，目前，全市大中型

稻米加工企业全部实现自动化流水线作业、无尘

化加工，智能化、自动化设备达到 80%以上。

在五常金禾米业公司，通过 360°玻璃观光

栈道，可以看到大米加工车间内 3 条生产线上的

设备正在电脑控制下自动运行。经过碾、刷、抛、

选等多个环节，成品大米被打

包成袋，又由机械手码垛后

送至运输区，加工流程智

能高效。“从最初的磨米

碾子到如今现代化的

加工设备，设备升级

有效提升了大米

品 质 。”公 司 副

董 事 长 王 国

良说。

守住品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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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五常稻花香米的人，总

会发出欲罢不能的感慨。有一句

话形容五常大米的好吃再适合不

过：一餐五常米，浑忘酒肉香。

五常大米不仅是五常市的一

个金字招牌，更是黑龙江绿色农

产品的一张亮丽名片，已成为优

质大米的代名词。如何让这块招

牌一直闪光？

环境好、水质好、土壤好、

气候好、品种好是五常大米的先

天优势，首当其冲要保护好这个

根基。保护全域的水系生态，采

取科学有机的种植模式，稻作区

禁止开办污染性工业企业，对污

染实施综合治理等都是有效措

施，当然，守住品质底线，各部

门要形成合力。

先天的优势保护好了，后天

的培育也要跟得上。既要依靠科

技手段，提高种业质量，也要建

立行业标准；既要坚持原始种植

模式，打牢五常大米品质基础，

也要运用现代化手段，提升大米

的加工质量和标准；既要以稻米

本身的品质品味为主业，更要多

样化发展，在精深加工、副产品

再利用等方面探索全产业链发展

合作的新路径。

当然，无论是农户、农民合作社，还是全产业链的

大米企业，谁也不能单打独斗，更忌讳行业内斗。应该

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集中整合资源，可以

逐步将全市零散的种植基地和稻米加工企业转变为生产

加工基地，打造大基地、大车间、大市场，达到品牌统

一、标准统一、销售统一，实现大米产业的集团化发展。

为将五常大米打造成世界知名

稻米品牌，五常市把大米产业作为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中之重，坚持标

准化、产业化、集团化、品牌化、国际

化的发展方向，从品种、品质、品位、

品相、品牌 5 个方面重点发力，全面

实施五常大米产业提升工程。

健身需求点亮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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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散落在各地的运动公园、休

闲广场、健身中心等燃烧脂肪的场所就开始活跃

起来。从“日落而息”到 24 小时不打烊，运动健身

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夜间外出活动的主要选择，

“为健康买单”正悄然点亮夜经济。

晚 10 点，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家 24 小时健身

房依旧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换好运动衣和球

鞋，在国贸一家金融机构上班的梁友志像往常一

样，到健身房开启了每天的“撸铁”打卡。“白天在

工位上坐了一天，不运动可不行。锻炼是我现在

最好的舒压方式。”梁友志说，身边还有不少同事

把健身当做爱好，下班后约着一起再去健身房

“加班”已经成为他生活圈里的常态。

据 36 氪发布的“中国主要城市人群每天健身

时间分布图”显示，有大量用户选择在夜间健身，

而在深圳这样夜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夜间健身

人数更是占据全天的 70%以上。

社交平台上，运动打卡、健身记录等也成为

人们审视自身健康状况的一种途径。观察“运

动/健身”微博相关信息的 24 小时发布规律，19

时至 22 时，微博上运动健身信息的发布量达到一

个小高峰，不少人在下班之后完成当日的运动目

标并进行打卡记录。

全民健身“越夜越精彩”，一些打破固定时

间，24 小时、月付制的互联网健身新业态开始火

了起来。乐刻运动城市事业部总经理汤鑫告诉

记者，今年上半年，平台新注册会员数约 150 万。

其中，夜晚是健身房人员聚集的高峰时段，譬如

在北京国美第一城的乐刻社区店，凌晨 2 点的器

械使用率一度达到 50%。

乐刻运动平台健身教练柯温告诉记者，今年

以来，已有至少 15 名学员跟他约了晚 10 点以后

的私教课，训练到最晚的学员要在次日凌晨 2 点

左右才离开健身房。“附近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

的从业者有更多夜间健身需求，他们通常加班到

很晚，身体还保持在比较兴奋的状态，深夜健身

能够保证他们形成一定规律运动的时间，弥补白

天的运动缺失。”

柯温表示，从单纯减肥到减脂、塑形、增肌

⋯⋯许多人到健身房来不再满足于只是跑跑步、

跳跳操，人们对健身和健康越来越重视，还会主

动涉猎科学的健身知识，运动健身的个性化、多

元化需求增长。

在全民健身浪潮、政策利好举措与消费升级

时代的叠加推动下，健身休闲行业发展前景广

阔。据《2020 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称，我国健

身房会员数已经达到 7029 万，数量非常可观。但

其渗透率仅占我国 14 亿多人口的 5.02%，有着巨

大的发展空间。如今，行业新概念不断，新兴的

24 小时互联网运动健身平台逐步覆盖线上流量，

传统健身房也积极拥抱互联网，健身行业正趋向

复合化、智能化，持续满足健身人群的不同需求。

最早一批选择“24 小时不打烊”的新型健身

房坚蛋运动，就采用人脸识别开启门禁、自由开

取智能更衣柜等举措，有效避免了夜间人力成本

过高的问题；与乐刻运动定位国民健身房，购买

月卡、团课免费上的模式不同，超级猩猩健身平

台按次数收费、定位中档，也收获了一批稳定客

群。相关数据显示，超级猩猩和乐刻运动的会员

留存率均超过 50%。

“如果说传统健身

房是大型商超，那互

联 网 健 身 平 台 就 更

像是 24 小时社区便

利店，让大众能充

分 利 用 空 余 时 间

健身，降低他们参

与健身的门槛。”

汤鑫表示，健身房

小型化、社区化是

大势所趋。未来，

在进一步拓展线下

门 店 规 模 的 同 时 ，

乐刻还将逐渐把居

家 健 身 场 景 搭 建 起

来，帮助用户实现随时

随地健身。

消费者下班后到乐刻健身消费者下班后到乐刻健身““打卡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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