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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发力建设放心消费城市

刘

成

在 获 得 中 消 协 2021 年

全 国 城 市 消 费 者 满 意 度 测

评第三名的佳绩后，山东省

青岛市日前又举行了“优环

境 、促 消 费 、保 民 生 、助 发

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推进

会，对全面提升消费环境建

设水平进行动员部署，并提

出了打造“放心消费”城市

的目标。

消 费 环 境 是 城 市 吸 引

力、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放

心消费”是创造高品质生活

的必然要求。但要做到“放

心消费”并非易事，消费环境

相关领域和连接点众多，一

旦一个地方出现纰漏，形成

消费投诉“爆点”，就会砸了

这个金字招牌。所以，打造

“ 放 心 消 费 ”城 市 要 系 统

发力。

系统发力需做好消费供

给、消费环境、消费维权等方

面的工作。细分一下，需做

好的关键点更多：供给丰富

性、供给便利性、质量水平、

服务水平、消费设施、售后保

障、消费知情权、权益保护、

消费执法等。这些关键点关

系到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线

下、线上，城市、农村等方方

面面。这些领域、部门，如果

没有系统性思维和相互配合

的理念，难免会出漏洞、留

死角。

系统发力需全方位施策。在优化消费供给

方面，要充分激发供给侧活力、着力提升供给创

新性；在改善消费环境方面，要构建更加真实可

信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者消费信心；在完善维

权体系方面，要切实强化权益保护，让广大消费

者从日常生活中培养起对社会维权体系的信心，

有效应对新业态新模式给维权体系带来的挑战；

在强化消费监管方面，要不断完善监管执法机制

建设，进一步发挥部门协作机制效力，注重发挥

技术优势助力智慧监管、信用监管。

系统发力需全领域突破。城市已形成的消

费环境并不均衡，比如单点强、区域弱，重点领域

强、多数领域弱，流通领域强、生产领域弱，线下

强、线上弱，城市强、农村弱。因此，必须创建新

的工作机制，把消费环境建设从单体向区域延

伸、从重点领域向更多领域延伸、从流通领域向

生产领域延伸、从线下向线上延伸、从城市向农

村延伸。

系统发力需聚焦消费难点、痛点、堵点，精准

发力，靶向治理。譬如，有的景区饭店的欺客宰

客是久治难愈的“老病根”，就要有针对性地抓、

反复抓；还有旅游服务缩水、装修服务不诚信、预

付卡无法正常使用、售卖假冒名牌产品等问题，

要 认 真 研 究 其 本 质 原 因 ，精 准 施 策 ，才 能 药 到

病除。

吉林省公主岭市做强玉米产业链条——

黑土地种出“黄金名片”
本报记者 马洪超

粮食年产量达 60 亿斤，平均亩产 1300 斤以

上，二者均居全国产粮大县前列；积极实施国家

黑土地保护试点，土壤有机质不断改善，主要农

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5.1%⋯⋯吉林省公主

岭市地处素有世界“黄金玉米带”之称的松辽平

原腹地，近年来专注黑土地保护，加强种业研

发，做强玉米产业链条各环节，玉米产业成为当

地的“黄金名片”。

保护耕地创丰收

盛夏时节，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东兴村东兴

隆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的玉米长势喜人。

这片农地里夹杂着碎朽秸秆，踩上去颇为

松软。该合作社理事长李振军告诉记者，他们

采用的是保护性耕作技术，每年玉米收获后，会

将玉米秸秆粉碎翻压还田。这样不仅可以改善

土壤墒情，促进农作物生长，还有利于保护黑土

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自 2015 年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以来，

公主岭市通过玉米秸秆粉碎深翻还田、增施有

机肥、玉米大豆轮作等举措，保护性耕作农地面

积达 169 万亩。

李振军告诉记者，他流转的 700多公顷土地

全部采用秸秆粉碎翻压还田技术，并采取玉米与

大豆轮作、间作的种植模式。同过去的种植方式

相比，现在种玉米使用的化肥量少了 20%，但增

产 10%，还可享受有关补贴政策，增收效益明显。

近年来，为提高耕地质量，公主岭市深入实

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秸秆还田沃土、农膜回收

利用、粪肥施用等行动，土壤肥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通过综合施策，该市项目区耕地地力平均

提升 0.54 个等级，土壤有机质平均提升 3.2%，

耕层厚度也相应增加，耕地质量越来越可持续。

同时，公主岭市还实现了测土配方施肥、赤

眼蜂防螟等绿色增产技术全覆盖，通过运用一

系列现代农业技术，推进了粮食作物标准化生

产，促进粮食产量稳步提升。

种子“芯片”发威力

耕地是粮食的命根子，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公主岭市粮食产量不断创新高，同样离不

开当地强大的育种科研实力。多年来，坐落在

公主岭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隆平高科玉米科

学院公主岭育种站等研究机构为当地农业发展

进步提供着智力支持。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黄威告

诉记者，所里设立了玉米新种质创制与品种选

育、单倍体育种技术、育种技术、品种测试与示范、

育种资源 5 个玉米科研团队，“十三五”以来承担

项目 110 余项，育成新品种 51 个，国家首批 8 个

机收籽粒国审品种之一的“吉单 66”入选 2019年

中国农业农村重大科技新成果十大新产品唯一

玉米品种，该所研发的“吉黄诱 7 号”填补了我国

高频诱导系及无幼苗期鉴定标记的空白。

前些年，吉林省农科院以玉米所等研究所

为主体，发起设立了一家股份制企业——吉林

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依托该公

司，吉林农科院玉米所等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迅

速转化。该公司每年有 10 余个玉米品种通过

审定，年销售种子 1000 万斤左右。

今年 6 月份，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在公主岭揭牌成立。未来，这里将

建成玉米全产业链发展集聚区，会有数十家育

种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进驻，进一步推动当地

玉米种业研发创新、不断做强。

在吉林省农科院附近，有一条街汇聚了上

百家种子销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每年备耕

时节，当地农民、各地种子经销商等纷纷前来采

购玉米种子。得益于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强大的

科研实力，公主岭市已逐步成为辐射东北四省

区的种子集散地和交流中心，种子企业的数量、

规模和效益均位居全国前列，被农业农村部确

定为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创建单位。

深加工增附加值

农业不加工，等于一场空。公主岭一年粮

食产量达 60 亿斤，其中玉米就有 280 万吨（56 亿

斤），除了以原粮形式外销其他省份外，相当一

部分玉米在本地做深加工，增加产业附加值。

记者走进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

司，只见一辆大货车正拉着一车厢的玉米粒驶

入大门，经过称重、检测湿度等程序，转到不远

处的玉米仓储车间。

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是中粮集

团 2006 年 4 月份投资兴建的大型玉米深加工企

业，年加工净化玉米达 80 万吨，占公主岭市玉

米产量的四分之一。其主要产品有食用玉米淀

粉、果葡糖浆、玉米蛋白粉等。该公司人力行政

总监刘忠平说，他们最新研发的蜡质玉米变性

淀粉附加值很高，可卖到每吨 1 万元。

据了解，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

相关产品已分别通过雀巢、联合利华、蒙牛、伊

利等知名企业认证，成为其长期供应商。

除了做工业食品原料，公主岭的玉米还被

加工成饲料，用于发展养殖业。作为吉林省小

巨人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吉林

仟客莱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配方中除

了豆粕，70%的成分是玉米。2021 年，仟客莱公

司生产饲料 10 万吨，产值达 5 亿元。

仟客莱公司董事长孙建国表示，他们在黑

龙江哈尔滨、甘肃兰州等地设立了子公司，计划

在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新厂，力争建成 30 万吨饲料产能。

玉米浑身都是宝，在公主岭，即便是玉米

须，也被做成茶品进行销售。在公主岭九正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大厅，一款款

玉米须茶产品陈列有序。该公司负责人吴广志

告诉记者，他们结合中医食疗文化及治未病理

念，对玉米须做除杂、去黑头、除尘、揉捻、烘焙、

杀菌等处理，辅以药食同源植物，加工成玉米须

茶。由于产品口感好，具有特有的清香和功用，

公司一年销售额就有四五百万元。

鲜食玉米俏市场

长期以来，鲜玉米只能在收获期前的一段

时间用于蒸煮食用，太嫩或者太老都会影响口

感。即便有了冷藏保鲜技术，鲜玉米的贮藏与

加工规模仍较小。如今，鲜食玉米在公主岭已

经长成大产业，当地年销售鲜食玉米超过 4 亿

穗，产值达 14 亿元，带动超 5000 户农民增收。

夏至节气并不是普通玉米的鲜食期，但是

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却一片繁

忙，一穗穗鲜食玉米经过切割、清洗、塑装、蒸煮

等程序，成为真空保鲜玉米产品，销往各地。

农嫂公司副总经理刘友刚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在真空鲜食玉米行业创造了 3 个“全国第

一”：产量 1.2 亿穗，销售量全国第一；电商销售

额 1.25 亿元，在玉米类产品中销售额全国第一；

出口 16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全国第一。

好业绩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帮扶。2016

年，当地政府投资 6000 多万元，在农业园区内

建立鲜食玉米孵化基地，农嫂公司及时入驻并

建设园区新工厂，迅速扩大产能，产值由 2017

年的 5000 万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6 亿元。

为保证鲜食玉米的品质与口感，农嫂公司

引进了国外有关生产工艺，并通过国际质量标

准认证。他们以吉林省农科院玉米所为技术依

托，与江南大学合作建立了玉米、果蔬食品联合

研究中心，建立鲜食玉米种植、加工标准化示范

区，并与 2000 多户农户签订种植合同，引进国

内外中高端鲜食玉米品种 200 多个。

目前，公主岭市鲜食玉米基地发展到 8.1 万

亩，形成了以多家规模企业为支撑的鲜食玉米

产业集群，产品畅销海内外。

花卉苗木托起美丽乡村
——广州市花都区壮大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庞彩霞

走进广州花都区赤坭镇竹洞村的盆景园，只

见形态各异的盆景错落分布于各处。不远处，村

民们有的在为盆景做造型，有的正忙着浇水。“这

些盆景已经成了村民的‘摇钱树’。”竹洞村村委

会副书记邝瑞星告诉记者，现在竹洞村盆景苗木

种植总面积达 5000 亩，年产值达 2500 万元，曾经

落后偏远的贫困村已成为特色产业村。

广州花都区因花而美，因盆景而秀，是一个

以岭南盆景为特色主导产品的广东省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当前，花都区大力发展花卉苗木产

业，已将花卉苗木产业纳入新一轮农业产业发

展规划六大重点板块，全面激活“美丽经济”。

花都区赤坭镇依托百年盆景底蕴，把盆景

做成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大产业，以盆景

花木特色农业为主业，驱动盆景艺术、古村文

化、生态环境融合发展，构建“旅游大本营+区域

会客厅+游憩驿站”的全域旅游“1+N”发展模

式，形成三产融合的经济发展格局。目前，全镇

盆景从业人员已超过 3000 户、1.5 万人，占全镇

人口的四分之一，盆景年销售额达 5 亿元。

“现在家家户户种植盆景，回村种盆景的年

轻人也越来越多了。”邝瑞星说，2021 年以来，竹

洞村邀请广东省盆景协会大师开展“广东技工”

盆景、花卉栽培技能培训 500 多人次，开展农村

电商培训 60 多人次，保证每人掌握一门技术、带

动一个家庭。村民由过去单一的种盆景向种

养、培育、销售等发展。

花都区委书记邢翔表示，花都区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

设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临空农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率先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和乡村振兴引领地。

在花都区，花卉苗木产业不止于盆景。以

“花”为名，该区正努力擦亮“花卉之都”品牌，通

过实现花卉产业与乡村风貌的有机结合，全力

打造特色鲜明、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夏日里，梯面镇红山村池塘中盛开着亭亭

玉立的荷花。20 多年前因采矿而满目疮痍的红

山村，这些年走出了蝶变重生的发展之路。“村

里积极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等优势，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村容村貌，大力发展乡

村生态旅游。昔日偏僻的小山村已是远近闻名

的‘花田小镇’。”红山村党支部书记邓伟东说。

同时，花都区还正加快推进“花”特色空间

塑造工程项目建设。日前，记者走进狮岭镇马

岭村的马岭观花植物园，迎面而来的是 3000 多

亩的美丽花海——深紫、粉红、鲜橙、雪白、明黄

的三角梅缀满枝头，小桥、流水、凉亭等岭南特

色景观错落有致。作为广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广州空港花世界现代农业产业园重点打

造的“一个小镇两个综合体三个标杆”中的大型

花卉产业综合体，马岭观花植物园规划占地面

积 3000 亩，是集观花植物种质资源引育、科研、

生产、展览、农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振兴

重点项目。

而马岭观花植物园只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花漾年华”乡村振兴示范带东起

狮岭镇马岭村，西至赤坭镇国泰村，全长 13.5 公

里。项目连接马岭观花植物园到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广州研究院等主要景观节点，连通马岭

片区、岭南盆景小镇片区、九曲河片区，重点打

造三角梅、樱花、桃花、白玉兰、黄花风铃、金花

茶花、油茶花、岭南盆景等特色景观，总面积超

过 3 万亩，展示花卉苗木超过 3000 种。

如今，花都区推动花卉产业与旅游等高附

加值产业融合发展，培育研学旅游、特色民宿等

文旅新业态，将农业生产和休闲旅游融为一体，

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去年，花都区农业总产值

同比增长 12.1%。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倪梦婷

图① 6 月 24 日，吉林

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东兴村

东兴隆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米豆间作的玉米地里，玉米

长势喜人。

图② 吉林省农嫂食品

有限公司的电商产品。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竹洞村盆景园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竹洞村盆景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庞彩霞庞彩霞摄摄

7 月 3 日，江西省上犹县的江西星科电子基材有限公司，员工在数字自动化车间加工电子玻纤

布。近年来，上犹县做大做强玻纤复材产业，集群企业增至 150 多家，与高等院校合作建立科研平

台 10 个，助企业走出“数字自动化、科技创新型”产业升级路。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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