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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经 济

社会发展，人们

追求的不仅是吃饱，

更注重吃好。不同地方

的特色食品，能满足人们的

多元需求。不过，不少地方特色

美食还处于小打小闹阶段，并未形

成产业规模。

食品产业链贯穿一二三产，对于发

展上下游产业以及消费提档升级有着重

要意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1 部门日前

联合印发的《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

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要基本形成“百亿龙头、千亿集群、万亿产

业”的地方特色食品发展格局，打造一批全国知

名地方特色食品品牌和地方特色小吃工业化典

型案例。《意见》的出台为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建设

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做好传承创新。地方特色食品中蕴含着与食

材遴选、配料加工、菜肴烹制等相关的知识和实

践，传达着尊崇自然、顺应时节等传统观念和文化

理念，值得大力传承。但传承不是守旧，发展地方

特色食品产业，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标准，以顺应时

代变迁和人们需求的改变，便于规模化推广。要鼓

励地方特色食品龙头企业发挥产业链主引擎作用，

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技术研发、装备和设计水

平，加大地方特色食品领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力度，做大做强专业领域产品和品牌。同时，发展

地方特色食品产业也要做好管理创新、渠道创新、

服务创新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的拓展等。

加大品牌推广。目前，地方特色食品大多在原

产地认可度比较高，消费群体较为固定，在全国范

围内知名度有限。而一旦得到认可，又经常会有

“李鬼”出现，冒牌货对于品牌美誉度的影响不容小

觑。因此，做大做强地方特色食品产业，一方面要

做到保护和推广双管齐下，加强地方特色食品标准化建设、品牌认证以及宣

传推广等工作，提升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有效扩大消费群

体，促进地方特色食品走出地方，走向全国。另一方面要讲好地方特色食

品的“文化故事”和“中国味道”，在口味、形象、推广等方面下功夫，给消

费者带来高品位的印象。

保障食品安全。安全是食品行业永远的底线和红线。完善

覆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认证制度，推进食品溯源管

理。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让生产者真正搭

上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快车”，有动力生产更多优质

产品。二是要强化食品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提升

全产业链质量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加大监管力

度，对侵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经营主体“零容

忍”。在满足人们多样化食品消费需求

的同时确保“舌尖上的安全”，让

消费者吃得舒心更放心。

中 式 的 红 烧 河 鲀 、日

式 的 河 鲀 刺 身、韩 式 的 辣

烤河鲀⋯⋯在河北唐山曹

妃甸区十里海养殖场的美

食 体 验 店 ，各 种 风 味 的 河 鲀 美 食 可 一 店 体

验。像这样小而精的河鲀体验店在唐山星罗

棋布。

唐山依托河鲀精深加工企业不断开发新

产品，河鲀水饺、丸子、鱼皮丝等河鲀制品、预

制菜走上餐桌。集养殖、垂钓、渔事体验、餐

饮、特色民宿、文化体验等于一体的休闲度假

基地拓展了河鲀消费场景。来唐山观海景、吃

河鲀成为一种文化时尚。

当前正是河鲀繁育季节，曹妃甸区传来喜

讯，唐山牧海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联合高校、科

研院所培育的红鳍东方鲀“天正 1 号”新品种

通过专家现场评审，新的河鲀品种实现“零的

突破”。

唐山沿海海域自古就是红鳍东方鲀的栖

息繁育地。上世纪 90 年代唐山渔户开始人工

养殖河鲀，工厂化车间一年养成养殖模式取得

成功后，河鲀产量、品质大幅提升。到 2022

年 ，唐 山 河 鲀 养 殖 面 积 达 5 万 余 亩 ，年 产 量

3143 吨，占全国红鳍东方鲀产量的 60%以上，

形成了从繁育、养殖、加工，到特色餐饮、休闲

渔业的河鲀产业链和河鲀制品产业集群。

走进唐山牧海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每个河鲀养殖池上方都有个像饮水机一样

的装置。“这是智能投饵机，它靠摄像头监测河

鲀进食情况，再通过数据分析优化自动投喂方

案，既能提高饲料转化率，又降低了人力成

本。”公司经理刘圣聪说。

曹妃甸区是唐山河鲀主产区，这里既有

工厂化养殖企业，也有渔户组成的养殖合作

社。“我们合作社把 53 户渔户组织起来，形成

规模，不仅能降低养殖成本、提高议价能力，

更能统一管理，保证产品品质和安全。”曹妃

甸区鲜知道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玉

杰介绍，合作社销售的每一条河鲀都有二维

码可全程溯源，这是过去零散经营的渔户难

以实现的。

以河鲀养殖为主的合作社在曹妃甸区有

9 家。曹妃甸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志勇介

绍，曹妃甸区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红鳍东方鲀生

产、出口加工基地，每年有 700 余吨活体、冰鲜

及冷冻河鲀出口。

“唐山河鲀走的是养殖专业化、发展产业

化、产品多元化、营销市场化之路。近日，《关

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

业的指导意见》将唐山河鲀制品产业集群列入

重点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集群。我们将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品结构，提

高综合竞争力，不断擦亮‘唐山河鲀’金字招

牌。”唐山市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处长葛倩说。

近 日 ，在 成 都 举 办 的

第 108 届 全 国 糖 酒 会 上 ，

宁夏西鸽观兰集团正式对

外发布了西鸽酒庄正牌产

品——“藤上藤”干红葡萄酒。据了解，“藤上

藤”干红葡萄酒由 26 年藤龄的红葡萄品种赤

霞珠与中国特有品种蛇龙珠混酿而成，在具

有良好的结构感、集中度、复杂度和陈年能

力的同时，还带有细腻、优雅、平衡的风格。

“正牌是一个酒庄用其最顶级的葡萄和最好

的工艺酿造的，其品质非常高且稳定。相较

于世界名庄，中国目前罕有酒庄打出正牌概

念，我们要努力让宁夏贺兰山东麓成为中国

葡萄酒的代表。”西鸽观兰集团董事长张言

志介绍。

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地处北纬 38 度，具

有种植酿酒葡萄的土地、气候等优越条件，是

国内葡萄酒明星产区。为了将好资源做出精

品，该产区采取了彰显特色和个性化的列级酒

庄制。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 52 万

多亩，拥有酒庄 220 多家。西鸽酒庄是其中的

佼佼者，产品畅销全国。

2022 年，宁夏支持“六新”“六特”“六优”

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制定了“六特”产业发

展目标，通过政策引领和法规保护等，推动葡

萄酒、枸杞、牛奶等六类地方优势特色食品产

业做大。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制定了到 2025 年

形成千亿元级产业的目标。

除了葡萄酒，枸杞是宁夏又一代表性地

方优势特色食品。近年来，在大健康概念的

影响下，宁夏枸杞产业顺应消费升级潮流，发

挥枸杞药食同源的优势，不断创新，呈现了蓬

勃发展的势头，销售额大幅增长。2022 年，宁

夏枸杞种植面积达 43 万多亩，产值达 300 多

亿元。

走进位于银川市西夏区的宁夏杞里香枸

杞有限责任公司，电商团队正在忙碌。近几年

来，该公司快速成长，从一个仅 3 人的团队发

展成为如今拥有 400 余人的电商领头企业。

“杞里香是一个全品类新中式滋补品牌。

我们以枸杞滋补古方为核心依据，运用现代制

造工艺，打造高品质、高颜值的红枸杞、黑枸

杞、枸杞原浆等八大类产品，更适合新一代中

国年轻人的消费。”公司副总经理丁蓓雯说。

作 为 食 品 工 业 大 省 ，

河南食品产业规模位居全

国前列，经过多年积累发

展 ， 已 经 形 成 了 门 类 齐

全、产业链较为完整的现代食品产业体系。

《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

产业的指导意见》 列出的重点地方特色食品

产业集群中，就包括了河南漯河肉制品、方

便食品、红枣制品、南阳黄酒、道口烧鸡、

信阳毛尖、长葛蜂产品产业集群。

今年 2 月，食品河南云平台上线暨第一

届河南食品云博会在郑州开幕。为推动河南

食品工业转型升级和换道领跑，抢抓重大战

略发展机遇，助力打造河南万亿元级食品产

业集群，全面促进河南食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河南决定搭建食品河南云平台，助力河

南食品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姚延

岭介绍，食品河南云平台通过应用新技术、探

索新模式、展示新成果、开展系列线上会议服

务活动，搭建企业品牌宣传、产品推广、市场拓

展、供需对接、撮合交易的专业化服务平台，为

企业纾困解难，破解企业发展瓶颈，降低企业

成本，提振企业发展的信心，激发企业创新创

造的活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完善产业生

态体系，加快食品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进

程，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河 南 漯 河 是 全 国 首 家 中 国 食 品 名 城 。

2022 年，漯河市主导建设中原食品实验室，

配置了一流的实验设施，汇聚了国内顶级的

食品科研团队。

“我们相信，中原食品实验室将成为漯

河打造创新食品名城的最强助推器，也将

成 为 具 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食 品 科 技 战 略 高

地。”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马相杰表示，双汇将坚持“实业+科

技”发展战略，加强在产业研究、技术

改造、产品迭代、消费升级等方面的合

作，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品质升级，引

领肉类工业加速向产业化、多元化、国

际 化 、 现 代 化 发 展 ， 推 动 食 品 产 业

升级。

今 年 的 河 南 省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提

出，积极发展冷链食品、休闲食品和

特色功能食品，大力发展预制菜。支

持牧原、双汇等一批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 ， 建 设 万 亿 元 级 现 代 食 品 产 业 。

这对河南食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好

的指引，河南已经从过去简单的农

产品加工走向了现代食品制造，以

更深层次的加工、更精准的开发满

足新兴市场需求。

今年以来，我国已出现 8 次大范围沙

尘天气。4 月 9 日以来的沙尘天气过程达

到沙尘暴级别，也是今年第二次沙尘暴以

上强度的沙尘天气过程，影响范围近 400

万平方公里。由于低空反气旋的影响，本

已南下的沙尘又回流，4 月 13 日夜间至 14

日，京津冀等 13 个省区市的部分地区又有

扬沙或浮尘天气，被网友调侃为“回锅沙”。

为什么近期沙尘天频繁来袭？是否意

味着我国进入了新的沙尘活跃周期？如何

更好地治理沙尘天气？

“此次沙尘天气是由蒙古气旋引起大风

卷起沙尘，在途经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

时，沿途沙尘得到补充，强度进一步增强，从

而长距离输送至我国长江以北区域。”中央气

象台首席预报员桂海林解释。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此次沙尘天气过

程，北方多地 PM10 峰值浓度超过 2000 微克/立

方米。内蒙古中部部分地区出现了沙尘暴或

强沙尘暴，最低能见度不足 50 米。

沙尘天气为什么总在春天到来？有关专家

表示，每年 3 月至 5 月本就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高

发季节，近期出现的沙尘天气都属于正常现

象。随着大地回暖，日晒使得地表冻土松动，春

季又恰好是冷空气大风频发的季节，所以当强

风经过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西部、甘肃等地的

沙源地时，会将沙尘卷到空中，随低空气流向东

向南传输，影响内蒙古以东以南等区域。

2000 年以来，我国大范围沙尘暴次数总体

呈现降低趋势。但近年有部分年段的沙尘次数

要比常年同期略偏高。尤其是 2018 年以来，我

国北方平均沙尘天气总次数和沙尘暴次数均高

于 2013 年至 2017 年的均值，表现出小幅上升。

近期沙尘天气频发，是进入新的沙尘活跃

周期了吗？桂海林表示，沙尘频次除了与中高

纬度大气环流有直接联系，还与地表植被、土壤

水分、积雪覆盖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因此，每年

沙尘的活动会呈现出一定的年际变化特征。目

前的情况还不能表明我国进入了新的沙尘活跃

周期。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绿

进”促“沙退”。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2.82 亿亩，封禁保护

沙化土地 2658 万亩，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沙化

土地得到了治理。

沙区生态环境改善不小，为什么还是挡不

住肆虐的狂沙？有专家表示，防护林的确对我

国沙尘源起沙的降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

是，在境外如蒙古等国一些沙源地的配合作用

下，会出现大型跨国沙尘现象。像最近这段时

间出现的沙尘天气就是发生了跨国沙尘。因

此，我国要进一步扩大精准治沙范围，除了在生

态治理方面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以外，还需要和

周边一些国家开展国际合作，久久为功才能够

真正形成广大北方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不只是沙尘天气较多。据此前中国气

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对 2023 年汛期全国气候趋

势做出的综合研判显示，预计今年汛期（5 月至

9 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为一般到偏差，旱涝并

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暴雨、高温、

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降水呈南北两

条多雨带，长江中游降水明显偏少。

专家建议，要正确认识各类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了解其中的形成机理和控制因素，加强气

候风险管理和早期预警预报，持续提升趋利避

害的经济社会服务保障能力。

□ 今年以来，我国已出现 8 次大范围沙尘天气。4 月 9 日以来的沙尘天气

是由蒙古气旋引起大风卷起沙尘，在途经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时，沿途沙尘

得到补充，强度进一步增强，从而长距离输送至我国长江以北区域。

□ 我国要进一步扩大精准治沙范围，除了在生态治理方面采取一些积极措

施以外，还需要和周边一些国家开展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