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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满足消费者住房品质需求

本版编辑 周 雷 吉亚矫 美 编 倪梦婷

竹笛产业集群是如何炼成的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近日近日，，江苏省太仓港江苏省太仓港，，海通海通

（（太仓太仓））汽车码头有限公司汽车码头有限公司，，一一

批汽车即将出口海外批汽车即将出口海外。。

计海新计海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紫荆村近年来大力发展竹笛网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紫荆村近年来大力发展竹笛网上

销售和直播电商销售和直播电商，，入选浙江省电子商务示范村名单入选浙江省电子商务示范村名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提品质与创品牌互促共进
本报记者 熊 丽

加强品质化建设，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畅通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从价值链角度看，有利于产业整体迈向价值

链中高端；从产业链角度看，上下游的供应关系将更加紧密，产业链整体运转情况将更加顺畅。

2023年 2月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到2025年，形成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到2035年，

质量和品牌综合实力达到更高水平。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上，房子“有没

有”的问题基本解决，但结构性不足仍然

存在。从需求看，人们对住房品质有了

更高要求，希望住上更好的房子、获得更

好的服务。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满足

消费者住房品质提升需求，是向新发展

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是未来的发展

机遇。

住房品质提升仍有很大空间。“七

普”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

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38.6 平方米。越是在

经济发达

省 份 ，人

均住房建

筑面积反

而相对低

一些。因

此，“住得

更宽敞”，

增加人均

住房建筑

面 积 ，是

住房品质提升的表现。还有一些地区无

电梯的高层住宅占比较高，在老旧小区

改 造 中 加 装 电 梯 ，有 助 于 提 升 居 住 品

质。总体看，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现代

化的室内设施、更高的建筑品质、更健全

的基础设施、更便利的生活配套、更良好

的邻里关系等，是人们对“好房子”“好小

区”“好社区”的期待。

房地产企业须有清醒认识，新发展

模式下拼的是高质量、新科技、好服务，

谁能为群众建设好房子、提供好服务，谁

就会有市场、有发展。企业将从过去追

求规模扩张，转向专注提高房屋质量和

服务，以及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居住品质不仅体现在房屋的硬件设

施 上 ，更 体 现 在 居 住 者 可 获 得 的 服 务

中。除基本居住功能外，住房需更好满

足人们对休闲、教育、健康、文化、娱乐等

多方面的需求。由此，房企应从产品提

供商向服务提供商转变，即从“卖房子”

到“卖服务”。同时，住房租赁、存量更新

和资产管理等领域也值得进一步开拓。

从国际经验看，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一定

阶段后，房企的开发收入占比下降，来自

资产经营的收入占比则将提升。

未来房地产行业分工将更精细，这

是提供更高品质住房及服务的重要基

础。一段时间以来，进入房地产代建领

域的企业逐步增多。长期以来，一家房

地产企业会涉及“投、融、建、管、退”全链

条，如今代建的企业不参与投融资，而仅

仅针对全链条中的“建”，专门从事住房

建设。未来，房地产企业可能会聚焦房

地产全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向专业性

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精细是大势所

趋，有助于行业提供更具品质的产品和

服务，进一步摆脱过去“高周转、高负债、

高杠杆”这种“三高”模式带来的弊端。

建立更加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政

策支持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这是对居

住品质提升起到支撑作用的关键。“好房

子”应该有明确标准。应完善工程建设

标准，发布住宅项目规范，从建筑层高、

电梯、隔音、绿色、智能、无障碍等方面入

手，提高住宅建设标准。还须强化科技

驱动，研究面向未来的“好房子”建造技

术，组织筹建新一批重点实验室和工程

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

新建住房有标准，存量房屋也应加

强全生命周期管理，更好满足居民对高

品质居住生活的需求。在城市更新改造

的过程中，不仅要继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还要加快补齐住房租赁短板，推动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支持住房租赁企业推

进住房租赁的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

应建立和完善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

屋保险制度，让既有房屋住得更安全。

对居住服务应加强引导。“好房子”需

要“好小区”“好社区”，这些都离不开好服

务。政府部门可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

励企业拓宽服务领域，完善服务标准，提

升服务质量。

房地产是重要的支柱产业，基于我国

城镇化数量和质量仍有提升空间，构建房

地产新发展模式潜力巨大。对于未来房地

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我们应坚定信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2024 年经济工作

时提出，“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

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商务部近

期表示，将促进国货“潮品”提质升级，支持国货

“潮品”集聚发展，带动国货“潮品”走出国门。

国货“潮品”，当得了网红，更要能长红，关键

要靠强品质、树品牌。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于向纵深推进

阶段，促进经济实现量质齐升，质量建设的分量

更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室主任魏

琪嘉认为，加强品质化建设，对于提升产业竞争

力、畅通经济循环都具有重要意义。从价值链角

度看，有利于产业整体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从产

业链角度看，上下游的供应关系将更加紧密，产

业链整体运转情况将更加顺畅。

国货品牌全面爆发

品牌消费正在成为趋势。2023 年天猫“双

11”，国货品牌全面爆发。243 个国货品牌进入

“亿元俱乐部”。央企品牌还与淘宝深度合作，集

中上架了包括核能充电宝、5G 芯片等在内的 16

款“大国重器”。

2023 年，国货潮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原

因，是消费者对国产品牌价值文化的认同，以及

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向产品制

造领域赋能的认可。随着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的

变化，国货潮牌的潜力非常大。”魏琪嘉认为，更

好培育这一新的增长点，关键是严把质量关。在

这个大前提下，把内容、形式、文化内涵等结合起

来，培育良好的产品生态。

提升产品品质，加快品牌建设，正成为越来

越多企业的追求。

制造业向更高品质迈进。中铁装备是我国

盾构行业起步较早、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

权最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专业化制造企业。近

年来，中铁装备聚焦产品质量升级，实施质量一

票否决制、工序实名制和三级检验制，全面保障

产品品质，产品先后出口新加坡、丹麦、意大利、

法国、德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 年获得我

国质量领域最高奖——中国质量奖。

农业“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作为中国农粮

全产业链领军企业，中粮集团持续优化“从田间

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不断改进创新技

术、工艺、流程、配方，并构建“源头保障+过程

控 制 + 风 险 预 警 ”全 过 程 食 品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

近 4 年来，中粮集团参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制 定 修 订 600 余 项 ，有 效 带 动 行 业 整 体 提 升 产

品品质。2022 年，中粮入围世界品牌实验室《世

界 品 牌 500 强》，是 中 国 唯 一 入 选 的 粮 油 食 品

品牌。

如何看待提品质和创品牌的关系？“品牌是

直接触达消费者认知的核心载体，打造卓越品牌

同样需要长期投入、久久为功，但重中之重是要

以过硬的产品品质作为支撑，只有高质量的产品

才能孕育高质量的品牌，赢得消费者青睐。”中粮

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魏琪嘉认为，提品质是前提，创品牌既是过

程，也是结果，两者统一于质量强国建设的具体

实践中。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层面就要求产品

质量要稳步提升，质量提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

会产生品牌效应，品牌效应的产生是品质积累

产生“质变”的必然结果。

进一步破除堵点难点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

“推进品质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

中还需要进一步破除堵点难点。”魏琪嘉说。

生产加工层面，质量品牌意识还需进一步提

高。“从当前各类调研问卷情况看，企业质量品牌

意识有所增强，但与质量强国的目标相比，还需

要进一步提高。在处理短期与长期、质量和效益

方面，不同程度存在‘赚快钱’的现象，对质量建

设的投入力度重视不够。”魏琪嘉表示，质量建设

与经济效益最终是相互促进的，不排除前期因为

质量建设带来成本上涨等影响，但从中长期看这

类上涨可以看作是前期投资，也是企业为了可持

续发展所必须投入的成本。

品质化离不开标准引领。“权威、高效、统一

的质量标准体系，是推动质量强国建设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在标准建设方面，目前还滞后于市场

发展和管理需求。”魏琪嘉表示，当前在质量标准

方面，还存在标准不统一、重要环节和领域缺乏

标准、标准规范体系不权威等现象，亟待整合各

方面资源着力加以解决。

此外，质量建设与生产一线结合的紧密程度

有待提高。比如，对于制造业而言，着力解决关键

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强化基础工艺的升级，都

离不开严密的质量标准体系。再比如，对服务业

而言，质量标准规范直接决定服务质量的提升。

“在进一步提升品质化方面，不仅需要调查研

究需求变化趋势，更要加强科技创新投入提升供

给质量，用质量赢得消费者的口碑，从而不断扩大

品牌影响力，最终实现高质量供给并更好满足居

民需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说。

完善品牌培育发展机制

2014 年，江苏苏美达纺织有限公司积极顺应

市场客户需求，锁定电热毯这一新兴品类，开始

了 Berkshire 品牌电热毯的探索之路。2023 年，

Berkshire 品牌推出便携电热毯、蓝牙控制器、嵌入

式控制器等多款新品，打造了电热毯、电热垫、电

热披肩等多品类产品矩阵，业务接单规模超 2000

万美元。“我们持续聚焦核心产品、核心市场，坚

定不移推进创新驱动、品牌驱动，结合自身优势

能力在新品类业务上不断探索，推动公司实现高

质量发展。”苏美达纺织公司副总经理黄桢钢说。

来自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我

国出口的自主品牌产品中，66.4%是由民营企业完

成的。民营企业持续推进品牌建设，在品牌创

造、品牌管理、品牌效益上不断取得实效，提升了

“中国制造”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2023 年 2 月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

确，到 2025 年，形成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

中国品牌；到 2035 年，质量和品牌综合实力达到

更高水平。

“品牌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产业

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承载着人

民群众、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发展

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 2023 年中国品牌发展国际

论坛上指出，培育打造一批质量过硬、美誉度高、

竞争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既有利于扩大高质量

产品和服务供给，有效引领、激发和拓

展 消 费 需 求 ，又 有 利 于 促 进 技 术 创

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还有利于推动更多中国产品和服务

“走出去”，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

和水平。

“作为区分市场上商品和服

务 的 标 识 ，品 牌 所 具 有 的 高 价

值、稀缺性、不可替代等特点，

使其不仅成为企业的主要战

略资产和经营利润的源泉，也

成为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重

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

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表示，近年来，中

国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

高，中国商品和服务日益受到国内外

消费者欢迎和喜爱。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要保持战略定力，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推动中国品牌建设实现高

质量发展。

魏琪嘉建议，采用市场化运

作模式，发展一批品牌培育和运

营的专业服务机构，形成一批

在国际上有影响、国内消费者

信得过的知名品牌；完善品

牌 保 护 机 制 ，建 立 政 府 监

管、社会监督、信息公开的

品牌维护、侵权惩罚体系；

积极推进品牌价值评价

工作，规范品牌评价活

动，引导更多制造业企

业参与品牌价值评价

活动；强化科技对经

济的支撑作用，实现

从 跟 踪 模 仿 、高 消

耗 、低 附 加 值 向 原 创 突

破、高品质、高附加值

的赶超跨越。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中泰街道紫荆村的鸣声

竹笛体验馆开业，前来体验

做笛吹笛、欣赏田园风光的

游客一批又一批。“我们正从

卖‘竹笛产品’向卖‘竹笛文

化’转型，随着三产融合发

展，产业还能再上台阶。”紫

荆村党委书记鲍明远告诉记

者 ，紫 荆 村 人 口 不 足 3000

人，生产的竹笛占全球竹笛

市场 80%以上的份额。

紫荆村是“中国竹笛之

乡”，是全国集中连片面积

最 大 的 苦 竹 种 植 区 。 当 地

的苦竹，竹节长、竹身圆，两

头均匀的“身形”正是做竹

笛的好料。不过，想要制作

一支上好的竹笛，还需经历

晾干、压直、去衣、定调、打

孔 、试 音 、接 头 、上 漆 等 70

余道工序。这两年，村里推

动三产融合发展，年销售竹

笛超 450 万支，竹笛全产业

链总产值达 3.5 亿元，入选

全 国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产 值

超亿元村名单。

“2021 年 ，航 天 员 在

太空展示了中国传统民

族 乐 器 竹 笛 ，被 竹 笛 匠

人凭借外观标识认出是

‘中泰竹笛’。”在杭州

竹笛行业协会会长董

雪华看来，中泰竹笛能

有 今 天 ，离 不 开 精 益

求精。“成立行业协会

后 ，尤 其 依 托‘ 中 泰

竹笛’这一区域公用

品牌，就容易‘借船

出海’，形成辨识度。”董雪华说，竹笛制

作、加工、流通企业常聚在一起，共同商

议着如何把竹笛产业更好向品质化发

展。目前，当地竹笛产业不仅种植面积

居全国第一，产业集群规模也是全国

第一。

由竹到笛的背后是产业提质。为提升品质，

杭州竹笛行业协会牵头，先后与浙江农林大学、浙

江林科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进行产学研协作，

制定苦竹培育、竹笛制作等地方标准规范，提升生

产环境、规范制作流程，引进制笛大师成立工作

室。依托竹笛文化展示馆、竹音斋、紫荆书院等基

础配套设施，开发集产、学、研、游于一体的路线，

带动竹笛旅游及周边产业发展。

随着电商的兴起，竹笛网上交易需求迎来增

长。针对竹笛寄件费较贵的痛点，紫荆村党委牵

头，协调协会、企业主、村民等代表与快递企业谈

判，将竹笛寄件费由每单 6 元下降至 2.9 元，目前

全村日均电商销售 3000 多单，每天可节省近万

元快递费。紫荆村创建了“紫荆笛音”共富工

坊，打造“订单进村、培训入户、服务到家”的发

展模式。

品 牌 培 育 离 不 开 经 营 户 市 场 素 养 的 提

升。“欢迎来到直播间，现在展示的是紫荆竹笛的

制作过程。”屏幕里，紫荆村“00 后”制笛师董泽杰

正用刀尖不断挖挑，调整竹笛孔洞。“村里不少年

轻人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销售竹笛，效果很

好。”鲍明远说，全村 30 余家竹笛加工户通过直播

进行销售，80 余家开设淘宝天猫店铺，全村竹笛

网上销售份额由原来的 30%提升至 60%，还入选

了浙江省电子商务示范村名单。

过去，当地对竹笛特色旅游产业开发利用

不足，经济效益和发展活力未完全释放。这两

年，紫荆村成立强村公司、招募职业经理人、

引进运营团队，改造提升传统竹笛产业，通

过文旅融合，延长竹笛文化、旅游产业链。

中泰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小平说，下

一步将围绕“种竹、做笛、卖笛、演笛”，

着 力 开 展 苦 竹 种 植 专 项 研 究 ，实 施

标准化竹园和美丽竹园建设，提高

竹 笛 加 工 水 平 ，开 展 标 准 化 笛 子

制作工坊认定，加大“中泰竹笛”

品牌营销力度，进一步挖掘“中

泰 竹 笛 ”文 化 内 涵 ，组 织 开

展 以 竹 笛 为 主 题 的

演出活动。

在山东省巨野县新一代信息在山东省巨野县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园技术产业园，，工作人员在直显芯工作人员在直显芯

片生产设备前值守片生产设备前值守。。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郭绪雷摄摄

图为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一图为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一

产业园拍摄的产业园拍摄的““定海号定海号””超大直超大直

径盾构机径盾构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陈思汗摄摄


